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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化是中国政府的重点税务工作之一。自2021年12月起，国家税务总局在上海、

广东和内蒙古地区启动了新一轮的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全电发票”）试点，预计将在2022年内

推广至全国范围内更多的纳税人。全电发票的推广和变革对企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机遇在于，全电发票的推广使企业集中开票成为可能，发票开具人力成本将大幅降低；发票数字化

给税务和账务处理自动化带来更大便捷；避免因发票丢失、损坏而带来的合规性问题；档案管理更

为方便；无纸化越来越接近现实；税务共享空间扩大；税务遵从成本将进一步降低；产业链上下游结

算协同将更为快捷高效等。

挑战方面，不仅在于全电发票的推广必将影响广大企业现有的发票及税务流程，更在于税务大数据

的加速形成对企业的税务遵从及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对不力，不仅无法享受全电发票带来的

众多便利，反而会导致企业面临更加沉重的合规成本。企业可以在工作计划中提前配置资源（比如

人力、时间、预算、审批流程），加快应对变革的反应速度。

立足于德勤全球的财税专业网络与先进的税务技术平台，德勤中国以全电发票为契机，从企业面临

的痛点出发，为不同类型的企业量身定制不同的税务解决方案，以协助企业在新形势与新环境下，在

税务工作领域抓住先机，大有作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税务合规与风险管理能力。

秉承“专业报国”的理念，德勤中国希望携手企业把握全电发票先机，助力税务数字化转型。

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业务流程调整和软硬件

设施的更新（纸票和电票并行的需求）

 • 税务机关提供了增值税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以解决企业基础性的开票需求。

但是，鉴于行业和业务的特殊性，企业需要识别哪些流程需要调整、哪些系统

需要添加来适应电子发票的需求

 • 需要制定纸票和电票并行时期的流程和方案

税务自动化和信息化管理

 • 全电发票为税务信息自动化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提供了新契机。利用税务信息

系统，企业可以实现销项发票与进项发票的自动化管理、税会时间性差异的自

动化调节与追踪，甚至是电子发票的自动化存档管理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

需要考虑相关的税务信息系统如何落地以及如何在市场上选择最适合本企业

自身的供应商等问题

发票集中化管理及税务共享

 • 全电发票使集中开票成为可能，对于期望降本增效的企业，集中开票甚至税务

共享可能是普遍选择

 • 需要妥当规划集中开票等带来的业务流程与人员岗位大调整

如何利用全电发票实现大数据分析，为税务管理赋能

 • 企业需深刻思考如何结合本行业和自身特点，通过发票电子数据分析赋能企业进行风险管控和税务管理

 • 企业还需考虑如何将全电发票与企业ERP系统结合，精准定位问题根源，实现1+1>2的叠加效果

面对大数据下的税务稽查，如何提升企业迎检能力

 • 监管机构将充分利用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真正实现“以票控税”与“以票管税”的

监管方式，不仅仅对于增值税本身，发票数字化信息将更多更广泛应用于跨税

种，跨主体，跨案件的协同稽查。企业自身发票信息的质量和管理效率，既会影

响税务机关对于企业税务内控管理的等级评估，也会很大程度影响到企业与税

务机关等外部监管机构的应对难度

如何评估全电发票

给业务带来的实际影响，

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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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

做好开票场景梳理，

逐步规范流程和数据

 • 重新审视销项、进项业务，规范业务流程，并结合人员岗位的调整，考虑未来运作

方案;提前进行数据审视并补充完善，为将来实现从交易到开票的全面自动化做好

准备

 • 同步进行税务合规性检查，对于发现的税务潜在风险，考虑在未来流程调整时进

行规范

做好系统升级规划，

或考虑引入新的发票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应对电票模式变革

 • 为满足销项发票开具所依赖的交易到发票的联动集成，进项发票的自动查验入账，

以及电子发票档案的存储和查询等数字化平台支撑需要，在现有信息化条件基础上，

提前做好系统升级规划；无系统支撑的，需要根据自身业务量情况，考虑是否引进数

字化手段提升管理能力

有效整合内、外部数据资源，

结合自身业务拓展大数据分析

 • 在大数据时代从多个平台和系统中获得不同维度、颗粒度的数据（比如ERP系统、

税务申报系统、电子发票系统）

 • 将电子发票作为切入点，从税负优化、风险管控、关联交易、经营分析、运营管控

效率等多方面应用“大数据分析”进行企业管理

发票集中化管理/税务共享，

以实现降本增效

 • 结合自身业务发展和内部管理需求，探索集中开票或税务共享的可能性、要求和条

件，以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

 • 随着发票集中化管理，实施人员岗位和职责等方面的规划、改变及培训

 • 探索发票处理流程外包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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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为企业提供发票流程复核及优化服务、发票及税务人员职责分配及调整咨询服务、发票及税务工作转型

的培训服务、税务合规性复阅以及日常税务咨询服务等

“端到端”的税务运营流程设计与转型咨询服务

协助企业管理日常增值税发票的开具，日常税务申报，提供日常税务咨询乃至整体税务事项外包

服务

日常发票和税务运营管理服务

围绕全电发票，为企业提供综合且先进的发票与税务系统，帮助企业实现销项发票自动化、进项

发票自动化、发票风险管控自动化与电子档案管理自动化

系统解决方案

以专业的财税视角，协助企业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实现税负管理、风险管控、关联交易分析等，

提升经营效率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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