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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税源管理的质量进

行考核，使税源管理质量得到

进一步提高，笔者认为，可在

征管质量“七率”（登记率、申

报率、入库率、滞纳金加收率、

欠税增减率、申报准确率、处

罚率）的考核基础上，增加以

下“四率”考核内容。

员援 税务登记信息维护准

确率。该指标的主要作用是促

使税收管理人员全面、动态地掌

握纳税人的基本情况，并根据其

基本情况的变化，督促他们按

照要求办理各项变更手续，及

时提交更新征管信息系统中

的数据资料，以保证各项涉税

资料的准确。其计算公式为：

税务登记信息维护准确率越经

调查核实涉税资料正确的纳

税户数衣抽查的纳税总户数。

圆援 税款流失率。该指标的主要作用是督促税收管理人员

及时采取各项措施，堵塞税收漏洞，杜绝或者减少税款流失。

其计算公式为：税款流失率越稽查局（或其他单位）查补的某

纳税人税款总额衣某纳税人应纳地税（国税）金额。该指标主

要是按户考核税源管理的质量，考核的范围应为上一年度入

库税款在一定数额以上的纳税人。一般情况下，税款流失率小

于或等于圆园豫属于合理范围。

猿援 实地巡查完成率。实地巡查是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收

集税源资料、了解税源信息、摸清税源情况的一项重要措施。

由于重点税源和非重点税源税收管理的要求不同，实地巡查

的频率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进行实地巡查必须要有实地巡查

计划和实地巡查记录。该指标的主要作用是考核税收管理人

员或税源管理部门是否按照所在单位的要求按时完成实地巡

查工作任务。其计算公式为：实地巡查完成率越已实地巡查次

数衣应实地巡查次数。实地巡查完成率只是从数量上对税收

管理人员实地巡查工作进行考核。对实地巡查工作的质量进

行考核，可以组织人员进行抽查或者结合税务稽查以及其他

检查工作结果予以考核。

源援 税收分析完成率。该指标的主要作用是督促税收管理

人员和税源管理部门要善于用数字、案例、指标、模型进行微

观税源分析，持续提高税收分析和预测水平，及时完成税收分

析工作。其计算公式为：税收分析完成率越已完成税收分析次

数衣应完成税收分析次数。税收分析从时间上可以按月、季进

行撰写，从类型上可以是税收综合分析、行业税源分析或者重

点税源分析等。上述公式主要是从数量上对税收分析的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如果对税收分析的质量进行考核，可以由所在

单位组成一个考核小组根据期初制定的税收分析的质量要

求，按照优、良、中、差的标准逐一进行评定考核。茵

一、概念界定

利润管理是指通过科学合理地规划目标利润、进行利润

分析、制定利润分配政策等达到提高收入、降低成本、实现企

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一种管理过程。

盈余管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盈余管理是指企业

管理者在公认会计原则约束下编制财务报表时，为了获取一

定的私人利益，通过会计方法的选择、会计估计的变更和交易

时点的规划等，误导那些以公司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

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财务报表数字为基础的契约产生的后

果。广义的盈余管理还包括游说准则制定机构改变公认会计

原则、投资和筹资决策的时机选择等。

收益平滑是指在应计制会计核算体制下，通过对收入与

费用的调整，以实现公司收益稳定的会计行为。收益平滑分为

非主观收益平滑、主观合规收益平滑和主观不合规收益平滑

三类，这里的“规”指的是公认会计原则。

二、概念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报告盈余由企业实际的现金流量和对现金流

量的调整两部分组成，后者称之为应计部分。应计部分又包括

非主观应计部分和主观应计部分。非主观应计部分是在尊重客

观经济现实的前提下，对由于现金收付时点与交易或事项发生

时点不一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整。主观应计部分则是企业基

于特定私人利益目的，在某一特定时期通过对经济交易的刻意

安排和财务报告的刻意调整创造出符合其需要的报告盈利。

利用公认会计原则弹性确认的主观应计部分属于盈余管理的

范畴，超出公认会计原则约束范围的主观应计部分是盈余操

纵的内容。

通过非主观应计部分对现金流量的调整会产生更加平滑

的收益，并且这种平滑是非主观的合理又合法的收益平滑，即

非主观收益平滑。

通过主观应计部分的调整，企业的报告盈余会达到管理

者所期望的水平。如果管理者希望通过主观应计部分的调整

达到各期收益的相对稳定，则这时的盈余管理或盈余操纵能

达到平滑收益的效果。所以说收益平滑是盈余管理或盈余操

纵的一种可能目标或可能结果。盈余管理范围内的收益平滑

是主观合规的平滑，而盈余操纵范畴中的收益平滑是主观不

合规的平滑。

收益平滑和盈余管理都是对会计数据的操作，并不增加

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

利润管理、盈余管理

与收益平滑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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