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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中小企业日渐成为国民经济生力军，中小企业的发展越
来越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战略顺利进行。然而，多数中小企业由于
受制于自身发展能力薄弱，税收融资难、担保难等问题日渐成为制
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瓶颈。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其他行业融合逐
渐深化，“互联网+金融”为缓解中小企业税收融资问题提供了新
契机。本文在阐述互联网金融支持企业税收融资的影响机理的基
础上，发现互联网金融在支撑企业税收融资中面临信息安全风险
大、经营范围界定模糊、资金渠道匮乏等痛点难点，并针对性提出
完善顶层设计支撑、加强金融风险监管、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等路
径，以期为互联网金融支撑企业税收融资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1 　互联网金融支持企业税收融资的影响机理
1.1融资方式得以改善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企业融资方式得以改善。具体而言，企

业不但可通过银行机构获得资金，还能够利用互联网金融通过产
品众筹获得消费者预支的资金以达到融资目的。此外，依靠互联
网金融的计算能力，企业可以通过订单、入库单等凭证作为抵押
物，向金融机构贷款。此举极大丰富了企业税收融资方式，解决
了企业税收融资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1.2信息不对称得以解决
一般而言，有投资意向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投资者在对企业进

行投资时，需消耗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成本用以调查企业资信情
况。互联网金融为企业、投资者之间建立起互信平台，有效解决
了这一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而言，互联网金融平台能够全面、
实时地向金融参与主体展示各主体资金需求、资信等级、经营状
况等信息，协助各方主体高效、便捷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

1.3资金交换时间得以缩减
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企业资金交换时间大幅度缩减。细言

之，传统金融模式下企业想要进行生产，必须以自由资本等形式进
行融资，而后利用这些资本开展生产，并通过所得产品得到增殖资
本。互联网金融促使企业可以通过产品订单、销售经营情况等形式
获得融资支持，无需资金到位即可投入生产，这一模式使得经营过
程中的资金交换时间发生交叉，大幅缩减了资本交换时间。

2 　互联网金融在企业税收融资中的困境
2.1信息安全风险大
信息时代下，互联网金融数据量快速增长，在方便金融主

体查询信息的同时，也带来数据泄露、损坏以及丢失等信息安全风
险。具言之，伴随互联网与金融逐渐深入，企业金融对互联网络的
依赖性日益加强。许多金融参与主体将自身重要信息保存于互联
网数据中心。这一做法在方便数据管理的同时，为企业信息安全带
来极大风险。一旦存储设备发生故障，将直接影响到金融主体间的
业务正常展开。与此同时，我国当前网络安全技术相对较弱，且网
络安全意识有所不足，均为互联网金融数据存储带来巨大挑战。

2.2经营范围界定模糊
从互联网金融定义来看，互联网金融是传统金融与互联网

交叉融合产物，兼具互联网与金融特性。这使得在日常监管过
程中难以鉴定互联网金融经营边界，导致诸多不合理、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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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时代浪潮下，传统金融行业与网络技术融合发展成为金融发展新契机。二者相融而形成的互联网金融对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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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肆意进行。从当前市场来看，有关互联网金融市场业务还
比较混乱，诸多小额贷款公司层出不穷，“校园贷”、“美丽
贷”等非法线上贷款公司发展猖獗。究其原因，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内，第三方支付机构只需获得运营牌照，即可从事网络支
付、预付卡发行与受理等业务，这为一些违法违规的贷款公司提
供了便捷的生存环境。虽然当前国家针对这一乱象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互联网金融经营范围界定模糊问题并
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2.3资金渠道匮乏
为整治互联网金融存在的乱象问题，国家法律明确禁止信贷

公司肆意聚拢民众资金。这一措施限制了互联网企业资金流转速
度，大大缩减了互联网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积累，减小了机构融资
放贷能力。被限制后的互联网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明显减少，资金
渠道匮乏严重，对解决企业税收融困境的帮助有限。

3 　互联网金融在企业税收融资中的应用路径
3.1完善顶层设计支撑
一方面，国家基于不同分类下的互联网金融机构采取差异性

牌照管理。从互联网金融发展形势看，当前我国电商、众筹、P2P
网贷等互联网金融各有其特色。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文件
对各类互联网金融形式加以有效识别，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另一
方面，积极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制建设。作为市场经济体制重要
元素，国家应当及时建立一套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基于个体网络
信用记录的社会征信体系，推动守信激励机制以及失信惩罚机制
的有效落实。

3.2加强金融风险监管
首先，明确监管主体。针对当前面临的经营边界模糊、参与

主体不明等问题，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制定相关监管文件，明确规
定监管主体以及监管边界，以规范行业运行。其次，联合监管部
门。由于互联网金融具有显著的金融与网络二重性。因此，有关
部门应当与网监、银监等多个部门联合，制定联合监管网络，完
善监管流程。最后，落实监管规范。在监管执行过程中，应当进
一步加强执行流程规范，避免在监管执行过程中发生数据遗漏、
损失等情况，保障监管实施效果。

3.3提升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要解决互联网金融的应用问题，首先必须保障互联网金融的

数据信息安全。因此，互联网企业一方面要加强优秀信息人才的引
进工作，提升信息安全软实力。另一方面，有关企业要积极建设备
份网络数据库，升级数据存储硬件，提升信息安全防护硬实力。

参考文献：
[1]胡善敏.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研究[D].云

南财经大学,2016.
[2]刘海滨.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小微企业融资对策研究[J].经

济研究导刊,2021(16):84-86.
作者简介：杨群（1 9 8 0 . 1 2 - ）女，六安职业技术学院经

济管 理 学 院 ，助教 ，研究 方 向：财政 金 融 政 策 及 影 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