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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稅務資訊數位化及自動化為稅務機關近年重要課題，亞太稅務行政及研究組織

(Study Group on Asia-Pacific Tax Administration and Research,下稱 SGATAR)體

認藉由會員分享經驗將有助提升數位化進程之重要性，爰由日本國稅廳(National Tax 

Agency of Japan,下稱日本 NTA) (現任 SGATAR 主席)、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下稱 ADB)與世界銀行 (World Bank Group,下稱 WBG)於 2022 年 5

月 12 日採視訊方式，聯合舉辦「租稅及數位轉型(Tax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視訊研討會，邀請 SGATAR 全體會員體派員參加。 

前揭研討會由 OECD、ADB 國際租稅專家及 NTA 代表擔任講座，與出席代表探討近期

稅務行政數位化相關議題，並由會員體稅務機關代表交換彼此稅務行政數位轉型經驗，

俾供各會員體擬訂相關策略與實務運作參考。議程首先介紹「稅務行政 3.0」（Tax 

Administration 3.0 ） 近 期 發 展 、 概 述 數 位 轉 型 成 熟 度 模 型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aturity Model)、強調制定稅務行政數位轉型策略之重要性，接續由

會員體稅務機關代表分享如何藉由資通訊技術、數據資料及自動化方式解決經濟及社會所

面臨之問題與挑戰。 

透過本次研討會有助與會人員充分瞭解稅務行政數位化之高度優先議題及尚待挑戰問

題，可作為我國因應數位轉型研擬相關稅制稅政及資訊策略的重要參考資料，俾使國內稅務

行政資訊數位化接軌國際，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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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及目的 

鑑於國際數位經濟發展迅速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下稱 COVID-19)疫情之影

響，促使各經濟體稅務機關面臨複雜之稅務挑戰，為優化稅務管理，加速推進稅務

行政數位轉型，ADB 與 WBG 於 2021 年 3 月共同舉辦「租稅及數位轉型」第 1次

研討會，獲得熱烈回響，有助稅務行政數位轉型之進展。 

其次，為協助各經濟體於轉型過程中之能力建構，並提供財政政策制定之建

議，WBG 及 ADB 於 2021 年 9 月啟動稅務與數位轉型能力建構計畫；ADB 於 2022 年

5 月發布「啟動數位稅務行政轉型；需知事項」（Launching a Digital Tax 

Administration Transformation: What You Need to Know）；OECD 持續進行「稅

務行政 3.0」工作，並提出「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以協助經濟體自我評估數位化

成熟度。 

在此背景下，SGATAR 為提供發展中會員體技術支援，加速稅務行政數位化之

量能，本次研討會即就稅務行政數位化所涉議題，由 OECD 與 ADB 國際租稅專家及

日本 NTA 代表擔任講座及與談，演說稅務行政數位轉型最新進展與關鍵議題，並

邀請會員體稅務機關代表分享稅務行政數位發展過程中面臨之挑戰與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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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 

本次研討會首先由 OECD 國際租稅專家介紹「稅務行政 3.0」發展現況及 7項

行動計畫；日本 NTA 代表介紹「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各項階段及指標，說明

SGATAR 會員體稅務機關使用「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自我評估當前數位化成熟度

情形，並分享日本目前稅務行政數位化成果及未來展望。 

研討議題分2階段舉行，第1階段議題為制定稅務行政數位化之策略計畫及管

理策略調整專案，由ADB國際租稅專家報告制定稅務行政數位轉型策略之重要性

及說明數位轉型路徑圖，接續由會員體稅務機關代表分享數位轉型計畫藍圖及管

理策略；第2階段議題為分享稅務行政數位化之過程與挑戰，分別由印度、喬治

亞、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我國係由財政部國際財政司、賦稅署及財政資訊中心代表參加本研討會，透過國

際租稅專家演說及各會員體經驗分享，得以充分瞭解國際租稅數位化最新發展趨勢，

在專業領域方面收穫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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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討內容摘述 

一、稅務行政 3.0 近期發展(Mr. Vegard Holmedahl，OECD) 

(一)數位化（Digitalization）之定義 

1.資料數位化：將資料轉變為數位形式 

2.人工流程電腦化：將人力作業轉變以電腦作業 

(二)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之目標 

將稅務流程建立於納稅人的系統（taxpayer system）中，貼近納稅人

的生活，將更接近應稅事項（taxable events）及切合稅務行政作業項目，

例如稅務申報由納稅人自動申報流程，將轉為稅務流程融入個人日常生活

及企業營運，使稅務申報變得即時且無障礙，不但可提高稅務遵循程度，

降低稅務行政負擔，同時稅務機關可透過大數據及人工智慧(AI)進行稅務

查核，有效節省稽徵作業成本及人力。 

(三)稅務行政 3.0工作計畫 

無論是稅務行政數位化或數位轉型至稅務行政 3.0 之前，均可運用稅

務行政 3.0 工作計畫來逐步推動，工作計畫分成 3 部分及 7 項行動計畫

（本次報告著重於行動計畫 1、2及 6），分述如下： 

1.成熟度評估 

行動計畫 1：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 

行動計畫 2：稅務科技倡議之盤點 

2.國際化之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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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 3：數位識別 

行動計畫 4：全球化電子發票解決方案 

行動計畫 5：共享經濟與零工經濟（gig economy）之稅務流程應用 

3.數位化能力之建立與資訊分享 

行動計畫 6：支援發展中國家稅務行政數位轉型 

行動計畫 7：分享團體知識 

行動計畫 1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包括稅務行政 3.0 建構模組，目前

已超過 50 個稅務機關採用（初版有 22 個試點稅務機關，更新版有 47 個

稅務機關），提供評估當前數位化成熟度，並可與其他稅務機關比較，激勵

稅務機關持續進行數位化。 

行動計畫 2稅務科技倡議之盤點，可透過國際組織如 ADB、OECD 等提

供超過 75 個稅務機關所使用之領先技術工具及數位化解決方案等相關資

訊，協助稅務機關進行計畫改革，並找出具有合作可能性之數位轉型夥伴。 

行動計畫 6支援發展中國家稅務行政數位轉型，包括數位化報告、報

告跟進活動及試行點對點援助計畫，目的是為激勵及協助稅務機關有效透

過新興科技達成核心目標，參與支援之國際組織將自策略層面，提供數位

化程序之指導，並協助稅務機關尋找數位化機會、成功關鍵因素及相關案

例。 

OECD 補充說明「數位化報告」共分 3部分，第 1部分為數位化機會，

內容包括稅務機關數位化之激勵措施，目標受眾為專案管理人；第 2部分

及附錄為數位化期程指導，包括數位化期程之各階段，目標受眾為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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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管理者、數位化計畫管理小組；第 3部分為示範案例與協助，包括數

位化之目標領域及進階支持與引導，目標受眾為管理者及數位化計畫管理

小組。 

二、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Mr. KEMMOCHI Toshiyuki，NTA) 

由於 COVID-19 疫情影響，為強化 SGATAR 成員稅務機關數位化能力，因應

COVID-19 帶來的挑戰，調查 SGATAR 會員體使用「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問卷評

估作業，成為 SGATAR 年度工作重點之一。 

數位化成熟度包括 5 階段，分別為「初始 （Emerging）」、「進行 

（Progressing）」、「建立（Established）」、「領導（Leading）」及「展望

（Aspirational）」，稅務機關一般希望可達到「建立」階段之目標。會員體依據

「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自我評估結果，可瞭解稅務行政數位化成熟度落在哪個

階段，可依評估結果改善其數位化成熟度，規劃及構思下一階段發展方向，並與

其他成員稅務機關進行比較。 

數位轉型成熟度模型包含 6 項指標，分別為「數位身分識別（Digital 

Identity）」、「納稅人接觸點（Taxpayer Touchpoint）」、「資料管理與標準（Data 

Management and Standards）」、「稅務管理與應用（Tax Management and 

Application）」、「新式技術裝置（New Skill Sets）」及「治理架構（Governance 

Frameworks）」，如下圖(蛛網圖)所示，並說明 SGATAR 會員體目前自我評估相關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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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ATAR Spider Web 

 

此外，日本 NTA 亦分享其境內稅務行政數位轉型成果，該國以稅務行政 2.0

做為未來展望，建構 3 項基本方針：「洞察使用者面向」、「確保資訊安全」及「企

業流程再造（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並建立 2 項重要基石：「提

升納稅人便利性」及「高效先進之稽徵作業與資料蒐集」，以因應相關稅務挑戰。 

在提升納稅人便利性部分，旨為降低納稅人至稅務機關之必要性，期透過

簡化稅務流程與申報回復、納稅人自行線上確認資訊、應用智慧型聊天機器人

及主動提供訊息等機制來達成。例如免臨櫃線上回復退稅作業，納稅人在未來

可以透過線上程式或行動裝置程式登入相關系統，選擇退稅服務與自動計算，

並可利用智慧型聊天機器人諮詢問題，納稅人經檢核申報退稅內容無誤，於線

上進行確認即可完成退稅程序。 

在高效先進之稽徵作業與資料蒐集部分，旨為發展數位化優勢以提高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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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效能，期運用人工智慧(AI)及數據資料分析來達成，在未來日本NTA擬透過

廣域資料分析與人工智慧之使用，增強稅務資料蒐集之有效性與細緻化，例如

對於申報錯誤或缺漏報稅務資料之納稅人識別、找出潛在欠稅者之方法、申報

內容之自動化驗證、線上查詢之移轉以及網路會議系統之使用等。 

三、議題 1：制定稅務行政數位化之策略計畫及管理策略調整專案 

(一)ADB 報告制定稅務行政數位轉型策略之重要性 

Mr. Richard Stern 說明過去國際組織對亞洲經濟體稅務機關所提供

之協助，包括成立亞太稅務平臺提供策略政策對話、知識分享及發展一致

性之開放與包容性論壇，並透過「中程收入策略」、「稅務行政數位轉型改

革」及「主動參與國際稅務倡議」3 項關鍵策略，支持亞洲發展中經濟體

之復原與發展，並強調制定稅務行政數位轉型策略對於提高稅收徵管及租

稅遵循度之重要性。 

本次聚焦「稅務行政數位轉型改革」，可透過區域工作坊與知識能力

之推動，建立轉型需求評估及預備實施路徑圖，同時應重視轉型改革過程

中所面臨之挑戰，以利未來制定藍圖並調整相關管理策略。由於疫情影響，

大數據資料量急遽增加及商業模式趨於複雜化，包括數據透明度、範圍及

程度、資訊交換速度與準確性及不同資訊來源與型態、資料管理與智能工

具等，致使稅務機關數位轉型之範圍標的擴大。 

在數位轉型期，ADB 的支持計畫係藉由需求分析、工具發展及試點計

畫等，支持發展中經濟體稅務機關設計與實施數位轉型，以數位轉型路徑

圖做為轉型藍圖，包括策略/主題（如規劃稅務管理之新功能）、設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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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特點與功能之包容性、技術之選擇）、實施（如科技、新程序、重新定

義稅務機關角色等）、展示與測試（如系統測試），如下圖所示。 

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oadmap 

 

 

 

(二)亞洲地區稅務機關代表分享數位轉型計畫藍圖及管理策略 

1.印尼 

Ms. Erma Sulistyarini 分享透過稅務轉型計畫架構，將數位轉型

納入稅務政策之成果。計畫階段以「稅務機關改革」為改革方向，透過

策略目標及政策達成「國家稅務總局 2020 年至 2024 年策略計畫」，實

施階段共有「倡議章程」、「主題計畫（計畫時程）」、「里程(milest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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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準則(acceptance criteria)」、「改變需求程序」、「監控與報

告程序」及「倡議策略結束程序」7 項工作，並透過監控分析以確保數

位改革實施程序與工作計畫相符，倘實施項目於過程中出現延遲或偏離

時，則探究分析延誤影響原因，並依據問題解決後產生之結果來調整計

畫。                                       

2.斐濟 

Mr. Shavinda Nath 分享稅務改革應用至稅務策略經驗，自 2015 年

起採取現代化稅務法規及採用 OECD/ G20 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

（BEPS）倡議與稅收管理診斷評估工具（TADAT）倡議，例如為降低旅遊

業成本，適時修正稅務法規以提高稅務遵循程度，並分享其策略與作法。 

3.泰國 

Ms. Onpreeya Chungpanich 說明如何推動數位轉型，並分享成功

秘訣為：由上而下之領導(領導力)；相關機關策略與科技策略一致(策

略)；未來技術與創新文化(團隊)；建立夥伴生態系統（合作夥伴）及確

保資訊治理與管理及資料分析能力(數據)。 

四、議題 2：會員體代表分享稅務行政數位化之經驗與挑戰 

(一)印度 

Mr. Navneet Manohar 分享稅務機關如何有效運用資料，提出資料蒐集之

合法基礎，例如透過稅務條約，藉由「自動資訊交換」(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AEOI)及國別報告（Country by Country Reporting,CbCR）

獲得國際資料，而關鍵資料獲得來源有境內資料（例如電子申報）及境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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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外國帳戶稅收遵從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

ct,FATCA）、AEOI及CbCR〕，並建立資料庫進行分析與報告，優化數據品質及資

料使用之風險管理等。 

對於稅務機關運用巨量數據資料所面臨之挑戰（包括數據品質、容量、使

用限制及人力資源限制等）提出數據資料優化策略及兩階段式風險評估作業，

例如年度資訊聲明（Annual Information Statement, AIS）即透過納稅人反

饋，展現報告價值與修改價值；納稅人資訊總覽（Taxpayer  Information Su

mmary, TIS）可簡便退稅申報；妥善運用電子查核機制及更新退稅條款等，印

度透過前開策略不但改善資訊品質，亦改善人力資源之受限，有效降低稅務機

關資訊蒐集之稽徵成本。 

(二)喬治亞 

Ms. Mari Khurtsidze 分享稅務合規計畫，提出稅務機關面臨之風險與挑

戰及稅務風險管理依據。稅務控制措施係以集中（Centralized）方式進行，形

式有即時控制（Current Control）及稅務審計（Tax Audit）。即時控制結合

時程學習、租稅監控、控制收銀機使用法規遵守、控制採購及檢查與盤點，前

開多數基於特別發展計畫，透過風險基礎自動軟體模型執行；稅務審計可為信

函式（通信）審計（Correspondence Audit）或實地審計（Field Audit），由

於特殊風險標準、軟體模型及各種來源信息獲取，稅務審計主要由稅務服務中

心負責。近年喬治亞亦推動多項計畫，如退稅申請資訊確認、估算計畫、盤點

規劃計畫、員工登記安全性計畫、稅務資料管理計畫、優質增值稅納稅人計畫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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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來西亞  

Mr. Syarein B. Abu Samah 分享近年數位轉型歷程，提出馬來西亞稅務

局(HASIL)數位轉型計畫，該計畫共15項倡議，包含CRM 2.0、個人租稅帳戶、

精進電子化服務等。至數位轉型過中所遭遇亟需解決之挑戰包含基礎設施成

本、資料安全、數據資料正確性及品質、建立資料管道與資料清理、變更技術

及管理、適當人才選用及缺乏相關領域知識等。 

(四)新加坡  

Ms.Shirley Ng 分享實施更智慧之納稅服務，提出採用數位工具之優點及

國內運用之成果，表達當前已是數位化時代，新技術源源不斷注入公、私部門

業務領域，稅務機關應隨著數位轉型重新改造以因應快速變化的世界，並秉持

著零服務精神。 

新加坡已將新科技整合至各種領域，加速數位工具使用勢在必行，並以「無

需服務即為最好之服務」（No need service is the best service）概念，透

過調查、納稅人回饋、識別落差，公眾諮詢及網路分析等方式，找出納稅服務

流程中的弱點，改善服務流程，除仍提供原本的數位協助服務(例如即時對話、

電子郵件、電話等)，並逐漸轉為數位自助服務(例如透過稅務入口網站等)，據

統計 2021 年 4 月至 2022 年 3 月間，納稅人使用數位自助服務的比例已達到

97.5%(數位協助服務 2.3%，非數位協助服務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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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汲取各國稅務行政數位轉型成功經驗，展望我國數位成熟度邁向新階段 

本次研討會各會員體稅務機關代表分享稅務行政數位轉型之各項策略及

實質經驗，其轉型成功之關鍵因素可作為我們努力的借鏡。目前我國於租稅及

數位轉型領域之發展，業依設定藍圖建構完整策略並逐步推行及持續精進中，

以綜合所得稅為例，提供納稅人線上資料查調功能、行動裝置申報以及稅額試

算服務等；建置智能客服系統，期使民眾透過現代科技之協助，快速找到問題

解答，分擔所得稅申報尖峰期間電話服務之使用量；在數位身分識別領域，推

行行動裝置身分認證功能，大幅減少納稅人臨櫃辦理稅務申辦業務之必要性，

同時亦提高納稅人辦理稅務申報作業之便利性。 

面對今日科技瞬息萬變，我國如何運用資通訊技術，創新建構符合納稅人

期待之納稅服務環境及服務型態，將是一大挑戰，資通訊環境變革將主導次世

代賦稅資訊系統服務發展及設計方向，為提升我國稅務資訊能見度及擴散度，

簡化稽徵作業流程，降低民眾與企業申辦稅務服務的成本，宜儘早思考規劃新

策略，促使我國稅務行政數位化成熟度邁向新里程碑。 

二、思考零服務精神，提供更智慧之便民服務                                  

新加坡以「無需服務即為最好之服務」（No need service is the best 

service）概念，建立由納稅人主導的自助機制，其關鍵在於創造以納稅人為中

心導向的服務設計。目前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提供民眾自行申請下載之電子稅務

文件及不動產移轉 0櫃 1站式服務均為全程線上申辦，並持續透過服務行動化

轉型、資料跨域整合、個人化精準服務及智慧服務數位化等目標，滿足民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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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合服務之需求，減少徵納雙方人力成本及辦理時間，達到深化納稅人導向

服務。 

我國之納稅服務能否達到全程「無需服務」的理想境界，打造智慧

化之服務場域，建構有感數位政府，對於未來納稅服務流程之改造將是一

項考驗，為提供納稅人更便利的稅務環境，並適應後疫情稅務環境之變遷，我

國刻研究國稅系統雲創新稅務服務之可行性，冀透過重新建構便捷全功能櫃

臺、以人為本之創新整合服務以及區塊鏈技術於稅務情境應用之可能性等主

題，規劃更具有彈性、效率、準確性、可用性以及便利性的稅務系統，以提供

更智慧之便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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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會議議程 

 



15 
 

  



16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