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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法》在最新的税收法规、会计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新会计准则，力图以会计的语言表达税法
的经济实质并突出&ldquo;精练性&rdquo;和&ldquo;应用性&rdquo;。
主要内容有：税法概论；对流转额课税的税法，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资源税；其他
税法，包括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财产、行为课税；对所得额课税的税法，包括企业所得税
法、个人所得税法；纳税策划的理论与实务。
《税法》附有配套的习题及参考答案，方便读者消化吸收所讲内容，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税法》及时反映最新税法成果，实用性强，将会计分录运用于税法中，为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奠定坚实的基础。
　　《税法》可作为高等院校财经类及其他相关专业的税法教材，也可作为各类成人院校及企业人员
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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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6.位于市区的外贸公司2010年进口一批货物，到岸价12万美元，汇率为6.2 7，关税税率为28％，
消费税率为30％。
如果该公司当期以200万元人民币（不含增值税）销售，请计算其进口和内销各环节应纳税额。
　　47.出口公司从A国进口货物一批，成交价（离岸价）折合人民币9000万元（包括单独计价并经海
关审查属实的货物进口后装配调试费用60万元，向境外采购代理人支付的购货佣金50万元）。
另支付运费180万元，保险费90万元。
货物运抵我国口岸后，该公司在未经批准缓税的情况下，于海关填发税款缴纳证之日起第30天才缴纳
税款。
假设该货物适用的关税税率为100％，增值税税率为17％，消费税税率为5％。
问：该公司应缴纳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各多少万元。
　　48.油田某月开采原油12.5 万吨，其中已销售10万吨，自用0.5 万吨，尚待销售2万吨。
该油田适用的单位税额为每吨12元，问：其当月应纳的资源税为多少？
　　49.油田、10月份生产原油8万吨（单位税额8元／吨），其中销售6万吨，用于加热、修井的原油l
万吨，待销售1万吨，当月在开采过程中还回收并销售伴生天然气1千万立方米（单位税额8元／千立方
米）。
请计算该油田10月份应纳资源税税额。
　　50.煤矿2000年生产销售原煤500万吨（单位税额每吨2元），另使用本矿生产的原煤加工成洗煤70
万吨，如果税务部门无法正确计算原煤移送使用量，但知该矿加工产品的综合回收率为70％，请计算
该矿应纳资源税税额。
　　51.矿山某月销售锰矿石原矿20000吨，移送入选精矿4000吨，选矿比为20％，该矿山锰矿按规定适
用12元／吨的单位税额，问：该矿山本月应纳资源税税额为多少？
　　52.某矿开采铁矿石和锰矿石两种矿石，适用的资源税单位税额分别为10元和2元，由于种种原因
，未分别核算两种矿石的课税数量。
该矿6月份销售矿石共1000吨，问：其应纳资源税税额应为多少？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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