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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fiscal	and	tax	risks	faced	by	enterprise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operation	strength	and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enterprise,	enterprise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fiscal	and	tax	risks,	actively	promote	the	intellige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risks	in	the	operation	proce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scal	and	tax	
risks	faced	by	enterpris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and	tax	in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ways	to	control	the	fiscal	and	
tax	risks	from	many	aspects,	aiming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fiscal	and	tax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enterprises should also strengthen internal audit and compliance 
checks	to	ensure	the	accuracy	and	transparency	of	financial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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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财税信息化的企业财税风险控制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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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企业面临的财税风险明显增多。为进一步提高企业整体运营实力和管理水平，企业应
高度重视对财税风险的管控，积极推动智能化改革创新，对运营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和控制。基于此，论文分析了财
税信息化视域下企业面临的财税风险，并从多个方面提出对财税风险进行控制的具体途径，旨在进一步提高企业财税管理水
平，为健康稳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内部审计和合规性检查，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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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财税环境愈发复杂，

具体表现在税收政策调整、国际税收协调、反避税监管加强

等，这使得财税风险成为影响企业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财税信息化，主要是通过对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利用，

实现对财务数据自动化处理、智能化分析等目标的方式。将

该手段应用在企业财税风险控制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财税

管理效率，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2 财税信息化的内涵 

关于财税信息化，不仅是将传统的手工操作形式转变

为电子化处理，更是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如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帮助企业对财税数据进行深度挖掘、智能

预警以及精准决策 [1]。

3 财税信息化对企业财税风险控制的重要性

3.1 有利于打破企业传统组织结构
结合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企业内部控制组织结构通常

为金字塔状，如图 1 所示。对于这种结构，若管理出现问题，

容易造成决策失误，进而对整个财务部门工作成效造成影

响，最终阻碍企业发展 [2]。随着财税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企

业通过对大数据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利用，能够有效缩短

内部各层级之间的距离，不断提高信息共享的透明度，同时

还可帮助企业经营者对生产经营状态有全面的了解，进而提

高各部门间财务信息的流通效率。财务信息化对企业产生的

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企业传统的组织结构，通过

不断优化运营效率达到降低运营成本的目的；二是利用现代

化的信息服务共享平台，促使企业进一步提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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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企业财务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3.2 有利于扩大企业财务管理范围
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在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企

业财务人员的办公活动主要在办公场所及周边，这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财务管理的动态性和灵活性，极大地影响各项财务

工作执行效率和效果。但是，随着财税信息化管理模式的实

施，企业能够利用现代技术具有的优势，突破传统办公空间

带来的限制，同时还进一步加速了信息的交流、沟通和传递，

切实提高财务人员工作效率。另外，在财税信息化的推动下，

企业可直接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对财务业务进行处理，这不仅

能够对业务流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识别、分析和预

防，还可增强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从而提高

企业风险管控能力 [3]。

3.3 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结合企业以往财务管理情况，在决策方面通常是根据

有限的数据和经验判断进行，这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容

易出现决策失误。随着财税信息化的实施，企业在收集和处

理大量实时数据时，可直接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帮助管理层

进行深入的洞察。这既能够帮助企业及时发现市场趋势和潜

在风险，同时还能够根据数据驱动的分析结果做出科学合理

的财务决策，确保相关工作有序进行 [4]。

3.4 促进企业财务透明度和合规性
财税信息化在提高企业财务管理质量的同时，还进一

步增强了财务透明度和合规性。在信息化手段的支持下，企

业实现对财务数据进行实时更新和共享的目的，促使各个利

益相关者都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财务信息。与此同时，信息

化系统还可自动执行检查工作，确保企业各项财务活动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内部控制的要求，进而降低违规风险，提

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5]。

4 企业财税管理面临的主要风险 

4.1 政策遵循风险
政策遵循风险主要是指企业在具体经营期间因面临税收

政策频繁变动而带来的合规性问题。税收政策可能会随着政

府各方面变化，如财政需求、经济形式、政策导向等进行调整。

这就需要企业密切关注，及时对税务策略进行调整。若企业

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能会因未遵守最新的税收法规，引发合

规性问题。这些合规性问题的出现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罚款、

滞纳金等经济损失，还会对企业市场竞争力产生影响 [6]。

4.2 数据准确性风险
在对大量财务数据进行处理时，因数据量巨大且复杂，

人工操作方式难免会出现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发生可能会影

响财务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具体而言，人工处理数据时

容易出现多种情况，如录入错误、计算错误、遗漏等。对此，

为更好地保障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企业需及时采取

相关措施减少人工错误 [7]。

4.3 税务筹划风险
所谓的税务筹划风险，是指企业在税务筹划时，若采

取不合理的方式，可能会触犯相关法律法规，进而引发税务

机关的稽查和处罚。而税务筹划则是指企业在遵守税法的基

础上，通过采用合理的手段优化税务负担，以此降低面临的

税务成本。但是，若企业在筹划期间选择不合理的方法，如

虚假申报、税法漏洞、隐瞒收入等。这些行为不仅严重违反

税法规定，还需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4.4 信息安全风险
在数字化时代下，企业的财务数据尤为重要，这是因

数据既包含了企业财务状况、税务信息，还涉及商业秘密和

核心竞争力。对于这些关键信息，若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

下泄露或遭受恶意篡改，给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财务损

失、信誉受损、客户流失、法律诉讼等。此外，竞争对手还

可能会利用所泄露的信息获取不公平的优势 [8]。

5 基于财税信息化的风险控制途径 

针对企业运营过程中面临的财税风险，应予以重视，

深入把握风险情况，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理的控制策略。

5.1 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通过构建集成化的财税信息系统，能够帮助企业实现

财务与税务数据的无缝对接，显著提高数据处理效率和准确

性。在具体工作中，通过对信息技术的有效利用，如云计算、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企业能够实现对财税数据的实时

监控和分析，进而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的风险问题。另

外，集成化系统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据孤岛现象，确保

信息在各部门之间能够有效流通和共享，不断提高企业在决

策方面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9]。

5.2 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企业应结合实际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机制，以保证财

税活动的合规性与数据的准确性。在这方面，需要相关人员

制定明确的内部操作流程、职责分配及风险评估和监控体

系。通过进行定期的内部审计和风险评估，企业能够第一时

间发现内部控制存在的薄弱环节，随后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

改进。

5.3 提升员工专业能力
财税信息化不仅需要注重对技术的合理利用，还需要

员工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对此，企业应定期组织员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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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关财税知识和信息化工具的培训，以此不断提高专业能

力，促使其员工在实际工作中能够熟练使用财税信息系统，

能够对财税数据进行正确处理。与此同时，企业还要多鼓励

员工持续学习，密切关注财税政策的变化，从而更好地适应

外部环境带来的变化 [10]。

5.4 加强与税务机关的沟通
企业应多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和联系，以便能够及时

掌握最新的税收政策和法规要求。在这方面，企业可通过建

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及时获取税务机关的指导和帮助，从而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因政策理解出现偏差产生的风险。与此同

时，企业还可通过沟通了解税务机关的具体需求和关注点，

之后有针对性地调整现有的税收策略，避免税务争议。

5.5 优化财税管理流程
为进一步优化财税管理流程，企业可通过对自动化技

术的有效使用对重复性工作进行简化，以此不断提高工作效

率和准确性。同时，企业还可以使用智能分析工具，对潜在

的风险点进行识别，这样能够对风险进行前置控制。具体而

言，企业通过对现代化财税信息化系统的引入，实现了对数

据集中管理和实时监控的目标，这不仅有效减少人为错误，

还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另外，系统在

运行中能够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并生成报告。这有助于企

业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通过这一方式，企

业能够更好应对财税风险，确保财务稳定性。此外，企业还

可通过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对潜在的风险进行量化分析。这

可以帮助企业对不同风险的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进行深入

了解，之后在这基础上制定具体的风险应对策略。例如，企

业通过设定风险阈值，一旦超过设置的阈值，系统则会立即

发出警报，从而提醒相关人员采取措施。该方式的实施，能

够让企业对风险进行动态监控并实时管理，促使风险在可控

范围内。

5.6 强化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在加强信息系统建设期间，企业要尤其注重数据安全

和隐私保护。随着财税数据量的不断增加和信息系统的集成

化，企业面临的数据泄露和非法访问的风险也随之增加。针

对这一情况，需要企业立足实际，采取合理的安全措施，如

数据加密、访问控制、防火墙和入侵监测系统等。另外，企

业还应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和风险评估，在最大程度上保障数

据安全措施实施的有效性，同时还要及时更新，从而更好地

应对新的安全威胁。此外，企业还要制定数据泄露应急预案，

若出现数据安全事件，会第一时间响应并采取措施，从而降

低经济损失。

5.7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对企业而言，要想进一步控制财税风险，需结合实际

情况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机制。在这个环节中，通过实时监

控财务数据和业务流程，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和潜在风险。预

警机制可根据历史数据和行业标准，通过合理设定阈值和警

报系统。若数据指标超出正常范围时，系统则会及时发出警

报。这时企业可通过对这些预警信息的利用，快速明确问题

源头，接着采取具体的风险控制措施。

5.8 持续优化和升级信息系统
随着近几年财税政策的不断变化和技术的持续发展，

企业需对现有的财税信息系统进行合理优化和升级。在这个

环节中，需定期对软件版本进行更新，引入新的功能和技术，

以此更好地适应新的业务需求和监管要求。与此同时，企业

还要密切关注系统性能和用户体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系统

运行的稳定性，从而提高员工工作效率。通过对系统进行不

断优化和升级，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有效应对财

税风险。

6 结语

综上所述，财税信息化能够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复杂财

税环境，不断提高竞争能力。为做好对财税风险的控制，企

业需结合面临的风险，采取合理策略，如加强信息系统建设、

数据安全管理等，帮助企业精准识别、评估和控制财税风险，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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