
进入21世纪，纳税人领购发
票、代开发票有了更新、更好的
选择，越来越多创新技术被应用
于一张小小的发票中，给纳税人
带来“越来越省力”的体验。

自助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终端的推出，让纳税人开票可以
“自己来”；

税务回单柜系统启用推广，
实现了“即来、 即取、 即走”的

“一站式”领票；
探索与邮政部门、 农商行

等合作，委托第三方代开普票
业务，方便纳税人就近代开发
票。

O2O办税模式上线，纳税人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便可完成
购发票、代开发票。

2019年7月底， 在充分试点
验证的基础上，广东税务网上代
开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平台在
全省范围内上线推广，平台结合
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第三方
快捷支付，将代开发票由线下排
队等候转化为线上“第三方”，代
开普票迈向了“线上申请+自助
缴税+自助出票+自动推送”的
全程自助新模式。

“现在，我只要动动手指，就
能轻松在手机上取得由税务机
关代开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
票了。 ” 来自广州的舞蹈老师

钟女士“尝鲜”代开电子发票
后告诉记者，她经常会被一些
单位临时聘请教授舞蹈，以前
都要本人到办税大厅代开发
票才能拿到劳务报酬，“现在
手机上代开发票， 从申请、缴
税到开票，全程不到5分钟，非
常方便快捷”。

2018年6月22日，“税链”区
块链电子发票平台在广州黄埔
上线运行，随后，平台成功开出
了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并实现
在区块链上开具通用类电子发
票。 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
化、 不可篡改和可追溯性等特
性，实现支付后秒级开票、分钟

级报销打款入账。 截至2019年8
月30日， 税链平台发票数据显
示，上链总张数逾2.3亿张，发票
归集功能惠及5.5万户开票纳税
人及201万余户受票纳税人。

创新在合作中升级。2019年
7月4日， 广东省税务局与华为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
成立联合创新中心，推进广东智
慧税务建设。在联合创新中心的
支撑下，双方将在新型电子税务
局建设、税收大数据应用、办税
服务等方面大力升级，为构建电
子化办税、大数据管控、全过程
服务、智能化提升的现代税收征
管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一册一票见证税收营商环境
70年大变迁大国步伐，税收相伴。 70 年来，纳税服务和

税收征管作为支撑“中国号”税收改革发展列车
的“双轮”，在规范中前行，在前行中创新，展现出
一派生机勃勃、和谐互促的税收改革图景。

从一本手写的税源清册到广东电子税务局的
上线运行、 从纸质发票到电子发票的广泛使用，
丝丝缕缕的历史时光告诉了我们答案： 勇于改
革，构建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创新服务，换来
纳税人不跑马路只跑“网路”。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税务
局文化展厅的玻璃展柜里，静静
地躺着一本年代久远的税源清
册。 泛黄的封面印着“澄海县财
税局东方红财税所一九七二年
度税务征管资料册”。

这个“古董 ”可是有些“来
头”， 因为它记载着新中国成立
初期一段税收征管的往事。

“1961年，为了方便整理企业
纳税资料， 我和两
名同事合力设计了
这本手册。 1972年
试点简并税制，我
们又对手册进行了
更新， 重整税目分
类， 使表格看起来
更直观。 当时所里
的专管员人手一

本，去做纳税检查等工作时都在这
个手册里作记录。 ”20世纪50年代
进入当地税务局工作的老干部李
少猷捧着这本税源清册回忆道。

税源清册，是新中国成立到
20世纪80年代中期税务部门普
遍 采 用 的 一 种 税 收 征 管 方
式———“一员进户，各税统管”的
税收专管员模式，即由专管员对
企业的纳税事宜实行统一负责
办理，收税、开票、记账等征收环
节都是手工操作。

“一本税源清册就是一户企
业的成长档案，涵盖了企业基本
情况登记表、 工商税征纳记录、
月份纳税申报表，等等。 ”李少猷
一边翻阅清册一边说，仿佛又回
到了当年“走街串巷上门收税”
的那段日子。

如今， 手写的税源清册早已
经成为“故纸堆”。 随着计算机技
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网络的普及，
税收征管模式也在不断地变革。
李少猷这一批“老税务人”对此深
有感触：“后来有了计算机和打印
设备， 大家不用再一笔一划记录
征纳情况， 在电脑上就能快速建
表格，打印出申报表、登记表等资
料，变化太大了。 ”

20世纪90年代，手写的征管
资料档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
而代之的是纸质打印资料。这一
时期，我国税收征管也开始探索
由专管员管户模式向分级分类
管理模式转变，初步实现各征收
环节的相互制约。

进入21世纪，“互联网+” 技术
蓬勃发展，税收征管不断向信息
化、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迈进，税
务部门将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引入税收征管领域，开发全
国统一的核心征管软件，建设全
国统一的税务云和征收系统，步

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互联
网+税务”时期。

2016年6月， 全国首个省级
电子税务局———广东省电子税
务局正式上线运行。 作为国家税
务总局第一批“互联网+税务”试
点示范工作， 广东省电子税务局
全面突破依附于纸质资料的传统
模式， 凭借先进的电子凭证技术
和文书管理系统， 实现了纳税申
报无纸化、 涉税申请无纸化、审
核审批无纸化等。

2019年3月起， 广东省税务
局更进一步明确， 全省税务机关
统一使用广东省电子税务局电子
档案系统， 通过该系统进行税收
征管档案的整理、 登记、 扫描和
归档等工作， 极大地提高了工作
效率。

从手写记录纳税情况，到计
算机打印纸质资料，再到统一的
电子档案系统，税收征管资料载
体变化的背后，酝酿着大数据时
代的深刻变革。

“1983年的时候，我们帮纳税
人开发票还是手写的发票，如今纳
税人都可以不用到前台开票了。 ”
回想起入职至今36年发票业务的
变化，东莞市税务局常平税务分局
税务干部任桂妹感慨万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手写发票
还是“主流”。 1987年年底，东莞市税
务干部许树荣成功利用平推打印机
开出了第一张电脑发票，在广东省内
属于首创。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和
普及，手写发票的逐步退出、网络电

子发票的到来，让纳税人开票进入了
更快、更便利的“网络时代”。

“用计算机填打发票，可以说
是我们税务工作信息化的重要环
节，一方面，能够大大节省纳税人
的办税时间，提升税务工作人员工
作效率；另一方面，以电脑来填打
发票，减少发票填写的错误，还可
以帮助我们收集和储存数据。 ”许
树荣回忆道。

2009年7月1日，东莞市税务部
门率先上线使用发票在线应用系
统，此后一年内，网络电子发票覆
盖面大幅提升。

东莞市东糖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人员曾梅燕对发票领取方式的
变化深有感触：“听公司的老会计
说，以前使用手写发票时，因为公
司的业务量比较大，他们经常一整
天都在写发票，写到手痛眼花。 现
在我们就没有这样的负担和烦恼
了。发票开具走向信息化、电子化，
我们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也大大
提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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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古董”勾起征税往事A

B 数据管税取代“故纸堆” C 发票开具走向信息化电子化

D 区块链电子发票上线加快“信息管税”步伐

1950 年，新中国成
立之初， 全国税收收入
仅 48.98 亿 元 ；2018
年， 全国税收收入达到
156401 亿元，70 年经
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
税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
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 见证着我国经济
体制的深刻变革， 映照
着经济浪潮的起起伏
伏，更肩负起改革“先行
军”“主攻手”的角色。

东方风来， 潮起珠
江。 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纵深推
进，我国税收法制、税收
征管、 纳税服务均迈入
崭新的时代。

税收关联你
我他，时代的变迁
就在身边， 一件
物、一句话、一个
人，都是见证者。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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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办税服务厅场景

茛汕头澄海区税务
局收藏的手写税源清册

2009 年 ， 纳税人在税务人员的
指导下开出网络电子发票

制图 / 何晓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