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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的故事：

172万元退税款送上门

“我们忘记申请留抵退税，税
务部门主动提醒，比企业还了解
企业”

2021 年 2 月 18 日，大年初七。

早上 8 点，在安徽阜阳市颍州区临泉路 356
号的办公大楼 5 层，国家税务总局阜阳市颍州区

税务局干部李岩岩正和同事们对电脑上的税收

大数据进行“体检”。

提取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数据、与增值税增

量留抵退税申请纳税人名单比对……再熟悉不

过的操作流程，李岩岩几下就弄好了。很快，电

脑显示出几家可能存在“异常”情况的企业。

“咦？这个文胜生物工程公司，不是在疫情

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名单里吗，怎么没有

申请退税？”因为定期进行数据分析，李岩岩早就

对当地重点企业烂熟于心。

发现“异常”的他立刻去隔壁办公室找税收

管理员储大志，作为文胜公司的联系人，储大志

对这家企业十分了解。“文胜公司怕是忘记申请

了，咱们下午赶紧去一趟。”储大志说。

彼时，在文胜公司的智能配肥车间里，3 条生

产线轰鸣运转。新厂区刚投入使用，产能充分释

放，订单量也成倍增长，原料却“亮了红灯”。

“买原料，得用钱啊。”在厂区财务办公室

里，文胜公司财务总监徐光正在和财务人员一起

紧急开会——公司账上流动资金告急了。

对文胜公司来说，春耕前是生产旺季。令徐

光没想到的是，产能增加了，现有的原料根本不

够用，还得接着买。

“新建厂区花费了大量资金，原料价格又出

现上涨。”一边是订单量不断增长，一边是购买原

料的资金告急，徐光不断摇头叹气。

“不行就去银行贷款吧。”一位财务人员提出

了建议。“等银行批下来，又要等一段时间，交货

日就得往后推了，不行！”徐光反对。

“要不，不接新订单了？”又有人提出。也被

徐光否定了：“现在市场形势这么好，不接订单会

丢掉很多客户。”

讨论来讨论去，还是得抓紧寻找资金。

“徐总监，我们给你们送钱来了！”储大志对

着徐光开玩笑说。

“大志，你又不是开银行的，哪来的钱？”看到在

税务局工作的储大志和李岩岩到访，徐光很惊讶。

“快看看，是不是这笔留抵退税忘了申请啊？”

储大志把几页纸摆在了徐光桌上。“啊？我们还能

享受这个政策？”这笔“意外之财”，出乎徐光意料。

“你们前期购买了大量原料，但产品销售额却

不高，账面就会趴着这笔应退税款。”储大志耐心

解释起来，企业购买原料、设备等支出会形成可以

抵扣的进项增值税，而留抵退税，就是对现在还不

能抵扣、将来才能抵扣的进项增值税予以退还。

“赶快填单子，申请退税！”徐光和财务人员

兴奋起来。

拿着文胜公司填好的申请单，李岩岩和储大

志立刻回到税务局，通过绿色通道为文胜公司办

理留抵退税。很快，172 万元到账。

“我们忘记申请退税，税务部门主动提醒，比

企业还了解企业，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事后，徐

光连连感慨。

“企业采购、销售数据，在增值税发票系统里

都很清晰。税收大数据分析，让我们有了‘千里

眼’‘顺风耳’。”储大志笑着说，如今，每一个税收

管理员背后，都有“李岩岩们”的大数据分析做强

力支持，能动态掌握每家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

时帮助企业。

不仅如此，税务部门正在不断拓展税收大数

据分析范围，不仅能实时掌握企业经营情况和个

性化涉税需求，还能轻松实现税费优惠政策辅

导、应享未享税费政策提醒、涉税难题解决等。

“公司上半年订单已排满了，一季度销售额

比去年全年翻了两倍。税收大数据帮了大忙！”

徐光说。

一条产业链的故事：

上下游企业一拍即合

“再也不用为找不到供应商
发愁了，产业链一下子活了起来”

2020 年 4 月 10 日，广东东莞市。微风拂面，

走在路上的程旭心情格外好。

看着下游口罩企业订购的 40 吨聚丙烯熔喷

料顺利发出，作为东莞市泰合塑胶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的程旭长出了一口气。半个月前，他的企

业差点遭遇一场“断链”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口罩原材料成了各

家企业的紧俏物资，刚刚复工复产的泰合接到一

批聚丙烯熔喷料订单。有订单在手本是好事，公

司采购员却焦急地跑过来告诉程旭，“咱们一直

合作的上游供应商都还没复工，这可怎么办啊？”

接下来几天，程旭打了很多电话、找了很多

朋友，采购员们也没日没夜四处联系，眼见交货

日期一天天临近，供应商却依然没有着落。

“复工的企业还不太多，供应商短时间内怕

是找不到了。”采购人员想放弃的念头愈发强烈，

“程总，咱们的订单估计完不成了。”

一边是下游客户频繁打电话催交货，一边是

大海捞针找上游供应商没结果。“订单没法按时

交付，不仅是延误交货赔钱的问题，还会损害企

业信用，甚至可能就此丢掉长期合作的伙伴。”程

旭压力倍增。

几天后，好消息却从税务局传来了。

“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电话那头，税收服

务专员何深在电话里语气如常。他哪里知道，这

通本是了解复工复产情况的例行电话，成了企业

的“救命”热线。

何深告诉程旭，广东税务部门刚刚上线了

“税务产业链智联平台”，能帮上下游企业打通产

业链。在何深辅导下，将信将疑的程旭立刻打开

手机，通过“粤税通”小程序登录智联平台，完成

注册后在“寻找货源”功能界面输入“聚丙烯熔喷

料”进行查询筛选，一批近期销售过这种材料的

供应商名单就出现了。

“我在网上查过供应商，没有找到这些企业

啊，税务局为啥能知道谁手中有原材料？”程旭感

到好奇。

“单个税收数据的信息量有限，但税务部门汇

总了所有企业的增值税发票信息，通过大数据分

析，产业链上的供需状况就比较清楚了。”何深进

一步解释说。原来，作为智联平台的运营者，国家

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通过对发票中的原材料商

品名称信息进行语义分析、智能分词与模糊匹配，

对供应商的产能产量、信用评级、需求强度、风险

因素等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并结合用户的需求进

行优先级匹配排序，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 我 特 意 在‘ 地 区 筛 选 ’功 能 里 选 了‘ 东 莞

市’，想着企业离得近采购方便些。”最终，程旭选

中了东莞市基烁实业有限公司，立刻拨通了该公

司总经理王勇的电话。

此时的基烁公司也同样深受产业链不畅之

苦。因疫情防控需要，基烁公司将几乎一半的生

产线转产聚丙烯熔喷料，产品有了，却找不到买

家。“聚丙烯熔喷料产量大幅提高，仓库都要堆满

了，我们也发愁啊！”王勇说。

接到程旭的电话，王勇特别高兴，两家一拍

即合，一条口罩产业链由此打通。“我们很快谈妥

了交易，总算给下游企业有了交代，他们可等着

这批货生产口罩呢！”程旭说。

从那以后，程旭便成了“税务产业链智联平

台”的常客。“之前若想找供应商都是靠熟人介

绍、网上搜索，好比在大海里捞针，现在有了平台

的帮助，再也不用为找不到供应商发愁了，产业

链一下子活了起来。”程旭感慨道。

“年底一算账发现，去年全年销售额比 2019
年多了 4 倍呢。”提起企业逆风前行的经历，程旭

特别自豪，“这不，现在的订单量也比去年这个时

候多了百分之二三十。”

“东莞地区制造业企业居多，产业链畅通对

保障企业正常经营尤为重要。”国家税务总局东

莞市税务局总会计师吴文杰说，开发智联平台有

助于解决企业原料供应不畅、上下游产销脱节等

关键堵点，为省内产业链供需双方打造双向展示

的平台。“企业生产了什么材料、哪些企业销售过

材料等等，都能通过税收大数据反映出来，税务

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为企业提供帮助，借助智联

平台畅通企业‘生命线’。”

一个税务局的故事：

税收指数助力把脉宏观经济

“税收指数成了发布会上的
‘明星’，帮企业解决了诸多难题，
我们打心底里高兴”

2021 年 3 月 13 日，周六。

已是深夜，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办公

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57，58，59，0
点，开始。”周日 0 点，系统会自动开始增值税发

票数据统计，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的技术人

员会在一旁盯着，防止系统出现卡顿或异常。

周日 7 点，大楼的另一间办公室里，税收经

济分析处主任科员尉小宝早已坐在办公桌前，盘

算着今天的工作计划，“差不多到 8 点，系统就能

跑完这些数据，统计出总量了。”

8 点一到，数据果然就同步显示到尉小宝的

电脑里。他迅速把数据按周、月、季度、年度以及

同比、环比增幅等指标制作完成。此后，还要对

数据进行检验，比如，看看变化波幅是否正常，分

析有没有假期、政策等特殊因素影响。

9 点 45 分，尉小宝完成检验工作，拿出图文

兼具的详实报告。在经历了一系列严格审核程

序后，尉小宝将局领导审完签字的报告电子版传

送给省发改委。周一一早，这份报告要与其他重

要经济数据一起报给省领导，作为经济决策的重

要依据。

去年 2 月至今，这样的工作节奏已经成为尉

小宝的常态。

帮企业解决涉税问题、打通产业链上下游

……税收大数据在微观主体经营层面已经体现出

很高的价值，但这座“富矿”能否在宏观经济层面

发挥更大作用？税务部门很早就在思考，如何通

过税收大数据更好地“观”经济，开发出能够助力

把脉宏观经济的拳头产品。

2020 年，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指导下，山东税

务部门创立了山东税收经济指数体系。“税收指数

是通过深度分析征管数据、增值税发票数据、企业

申报数据得来的，包含纳税主体活力指数、发展

指数、盈利指数、综合指数等一系列具体指

标，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纳税主体参

与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变动趋势和

盈 利 状 况 ，当 好 宏 观 经 济 决 策 的 参

谋。”山东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处主

任科员刘伟说。

很快，这套税收指数的价值就得到

了充分体现。去年 4月，有数据显示，全

省 90%的企业已经开门营业。然而，税

收指数反映出的情况却并不这么乐观。

“90%的企业开门营业，并不意味着

都能恢复生产，即使恢复生产，也可能销

售得并不好……”通过分析税收指

数各项具体指标，山东税务部

门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

内容。很快，尉小

宝和同事们

写好了题为《规上

工业企业复销好中趋缓

亟待再加力》的报告。

报告专门提出要重点关注企业

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如一些未复销企业情况堪忧、

部分地区产业结构布局需进一步优化、国际油价变

动对省内重点行业影响较大等。报告还发现，国际

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库存积压

严重、国际人流物流不畅等因素可能造成已复工复

产的企业面临再次减产停产的风险，有的企业由于

库存急剧攀升，不得不减少生产线生产，以缓解库

存带来的资金占用压力；有的出口型企业，由于国

外订单取消，出口转内销不畅，企业面临停产风险。

报告上报后，省里开始着手解决企业面临

的困难。税务部门也继续通过税收大数据，进一

步打通产业链，帮助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助

力企业更好复工复产。

从此，税收大数据在省内声名鹊起。去年 5月

底，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开始

用税收大数据“说话”，准确反映经济运行状况。“随

着复工复产的推进，以及一揽子税收减免及精准服

务政策的落地实施，山东省市场活力指数自 3月份

起明显好转，到 4月份基本上回升到了 2019年的同

期水平，个别指标甚至超过了 2019年同期。”

目前，山东税务部门初步构建了税收指数体

系，建立了每月结束后 10 日内发布纳税主体活

力指数和发展指数、综合指数，每季度申报期结

束后 5 日内发布纳税主体盈利指数的固定工作

机制，税收指数的编制明显增强了税收大数据服

务大局的指向性和精准性。

“看到我们的税收指数成了发布会上的‘明

星’，帮企业解决了诸多难题，我们打心底里高

兴，工作也更有干劲了，准备进一步深挖数据‘富

矿’，让更多税收大数据‘开口说话’。”尉小宝说。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税务部

门充分运用大数据提升税收治理现代化水平。数

据显示，到 2020年年底，全国税务机关精准引导产

销对接，已累计帮助企业实现成交项目超过 400亿

元，税收大数据已成为服务实体经济的“利器”。

“数据服务大局要加力。”国家税务总局党委

书记、局长王军表示，税务系统要用好用足税收

大数据，尽最大努力为各类企业生产经营服务，

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服务。

税 收 大 数 据 是 什 么 ？ 它 是 让 企 业 应

急周转的“救命钱”，是使产业链上下畅通

的“生命线”，还是能帮助宏观经济决策的

“好参谋”。

据国家税务总局介绍，从量上看，税收

大数据涵盖近 7000 万企业纳税人和数亿自

然人纳税人信息。从质上看，税收大数据既

涵盖税收工作的方方面面，也覆盖各类经济

主体经营活动的基本过程。每类数据均可

细化到每位纳税人的具体情况，可以细分成

行业、地区、规模等不同维度。深挖税收数

据“富矿”，将产生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税收数据有价值，其他数据同样如此。

去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

出数据为五大生产要素之一，强调要加快培

育数据要素市场。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覆盖面广、渗透力强，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数据的价值应当被充分重视。

重视数据的价值，发现是基础，利用好

更关键。当前，各部门各行业中还有一些

好 的 数 据 没 有 被 发 现 ，或 是 利 用 得 不 充

分。尤其是政府部门，更应主动加强数据

挖掘和利用。深挖数据“富矿”，就应推进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

值、加强数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等，抓住

机会激活更多“沉睡”的数据资源。数据的

生产渠道可能各不相同，但如果加以分析、

整理、应用，很可能就会像税收大数据一样

大放异彩。

我们期待，数据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在未

来能发挥更大作用。

深挖数据“富矿” 释放发展潜力

激活宝贵的数据资源，帮助宏观经济决策，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走近和了解税收大数据
本报记者 王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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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国家税务总局阜阳市颍州区税务局税务人

员与文胜公司工作人员一起查看企业税收数据，指导

企业办理留抵退税。 周 琰摄

图②：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税务人员为基

烁公司工作人员演示，如何通过“税务产业链智联平

台”发布供销需求信息。 王 勇摄

图③：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税收经济分析

处主任科员尉 小 宝（右）正 与 同 事 讨 论 数 据 分 析 报

告。 郭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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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薄薄的增值税发票，蕴藏着经济运行

的万千气象。

企业有生产就有销售，有销售就要开具增

值税发票，一张张发票记录下企业经营的宝贵

数据，这些各行各业的数据汇聚起来，反映出中

国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

可别小看这些税收数据。企业经营好不

好、产业链条通不通、经济发展是否有活力，通

过税收大数据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用活用好税

收大数据，既能帮助宏观经济决策，也能增强微

观主体活力。

近日，记者深入一家化肥生产企业、一条熔

喷料产业链、一个税务局采访，看“活”起来的税

收大数据如何服务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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