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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信息共享问题 
陈红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四川成都  611731） 

摘要：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信息共享是两者的共性。本文在阐述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
信息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分析，探究进一步实现双方实现信息共享需要建立的价值观念、工作机制、信息系统以及保障机制等等
内容，实现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理论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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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税务稽查是各级税务机关依法设立的税务稽查局对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等相关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情况的检查处
理活动；财务审计是由国家审计机关、社会审计组织部门以及单位
设立的内部审计机构对被审单位财务收支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进行
的监督活动。总得来说，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尽管工作目标与内容
不一致，但是在工作对象、工作方法以及思维模式上却有着很多的
相同点，因此如果实现二者的信息共享必然会加快各自工作效率以
及提升工作质量。 

一、税务稽查信息与财务审计信息的含义 
1.税务稽查信息 
税务稽查信息是指各级税务稽查机关在履行工作的过程中所

涉及的各类税务信息的总称，是在筛选稽查对象、搜寻稽查线索、
获得稽查证据进而形成结论的税务稽查脉络。 

在税务稽查实践中，形式多样的内容有不同的分类依据，因此
不同分类依据下所形成的分类结果也有所不同。例如按照税务稽查
信息的作用分类，可以将税务稽查信息分为基础信息、核心信息、
拓展信息三类。 

2.财务审计信息 
财务审计信息指的是在中国审计框架下运行的三种类型审计

机构在开展财务活动中获得的信息的总称。财务审计所获得的信息
是审计人员确定审计方法、实施审计程序、做出审计结论的基础。
与税务稽查信息类似，按照信息在财务审计中的功能分类，可以将
财务审计信息分为基础信息、核心信息、拓展信息三类。 

二、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信息共享的重要性 
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

信息共享是两者的共性。信息的使用取决于它对于人的工作决策以
及实现工作目标的关系程度。税务稽查信息与财务审计信息的信息
共享是建立在两者存在诸多共性的前提下，实现两者的信息共享可
以使其中一方所获得的信息在两方均能发挥出积极的影响，如此一
来信息的使用价值大大提升，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的工作效率也能
大大提高。具体而言，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体现
在四个方面，即减少劳动重复，提高工作效率、借鉴工作方法，提
升工作质量、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使国家治理成本降低、共享监督
成果，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三、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的差异分析 
1.执行主体差异 
税务稽查的执行主体是税务稽查局，性质较为单一。而财务审

计的执行主体较为多元，可以是国家审计机关人员，也可以是部门、
单位审计组织人员，甚至是第三方被委托人员。 

2.工作目标差异 
税务稽查的工作目标是通过查处税收违法行为，促进公民和组

织依法纳税进而保障国家税收收入。而财务审计的工作目标随着执
行主体的性质不同而不同。 

3.依据标准差异 
相对于税务稽查，财务审计的依据标准更为复杂，而税务稽查

的工作依据与标准更为清楚。具体而言，税务稽查的工作依据标准
是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而财务审计人员工作所依据的标准包
括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的法律与规章。 

除此之外，项目来源差异与成果形式差异也是税务稽查与财务

审计的差异方面，也正是这些差异的存在使得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
信息共享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四、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实现信息共享需要解决的问题 
尽管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性，但是要完全

实现两者的信息共享还要解决很多问题。 
1.树立信息共享价值观念 
在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下，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的职能不相

同，并且隶属于不同的部门，自然无法实现工作信息的交换与工作
成果的共享。因此，在传统价值观念的引导下，税务稽查与财务审
计并没有认识到突出传统观念，实现信息共享的价值所在。因此推
动信息共享意识、树立共同的信息共享价值观是后续建立信息共享
机制与系统的前提。 

2.建立信息共享工作机制 
工作机制建设的目的是保障工作的有序进行而建立有机联系

的运行系统。在日常工作实践中，税务稽查的执行主体是单一的，
而财务审计的主体是多元的，两者主体性质的不一致使两者如果要
实现信息共享就务必通过共同建立一套高效、协调的工作机制，而
这样的工作机制应包括信息共享体系的构成、信息共享组织体系的
运作、共享信息的范围界定以及信息共享的协调机制等等内容，搭
配科学的顶层设计，如此一来才能为信息共享使用提供可能性。 

3.建立信息共享处理系统 
税务稽查部门与财务审计机构信息共享机制运行的过程中，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对各自所获得的复杂的信息进行处理，而处理过程需要
双方建立专门的信息处理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对信息进行顾虑、筛选、
分析及整理，从而使得将彼此需要的信息被准确传达出来，即这个共
享信息处理系统是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信息共享的媒介。 

4.建立信息共享保障机制 
由于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的分属领域不同，因此二者在执行主

体、工作目标、工作依据、成果形式、空间权限上也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双方在信息共享环节中产生种种分歧与矛盾是必然的。所以
为了巩固双方信息共享成果建立信息共享保障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例如确定特定信息共享的授权程序，对信息共享义务承诺加以明确
以及与信息共享相关的保密规则等等。保障机制的设立使双方在信
息共享环节减少了一定的摩擦，信息共享成本也会进一步降低。 

结束语 
综上所述，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在信息共享方面存在着一定的

分歧与矛盾，为了更好的进行两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就务必使这些分
歧与矛盾一一解决。本文在简要分析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信息共享
的基础上探讨了二者实现信息共享的重要性以及当前所要解决的
问题。通过分析得知，税务稽查与财务审计信息共享的实现要解决
信息共享价值观念深入、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建立、信息共享处理系
统建立、信息共享保障机制建立四个问题，从而才能更好的实现二
者的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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