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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税法》以最新的税收法律为依据，从税收基本理论、税收实体法、
税收程序法三个部分准确系统地阐述了税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制度，书中各章均设有导入案例、小思
考、案例分析及章后练习等。
章后练习多出自近年的职业资格考试题目，便于学生与相应的资格考试对接。
另外，《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税法》还提供相关的PPT课件及书中练习答案等教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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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学习目的与要求： 1.理解税法和税收的定义； 2.掌握税收的特征； 3.掌握纳税义务
人、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等税法构成要素； 4.了解税法的分类和我国现行税法体系。
 导入案例 资料一：有位个体杂货店老板在“侃大山”时说：“工商、环卫的有偿服务、合理收费，
大小还有个道理，而税务机关没给我们办什么事，却月月要交税，还规定不准拖欠，咱这心里总觉得
别扭。
” 资料二：有位中国记者在美国大总统竞选期间采访一位年近70的老妇人，当问她为何要投票选举自
己信任的，但又主张增税的候选人时，这位老妇人顿感惊诧。
她指着负责投票站治安的警察道：“如果政府没有税收，谁来为他们支付工资呢？
” 资料三：在湘江边的一个县城里，税务局长向一位卖猪肉的老农征求对税收征管的意见。
不料，这位老人一开口就列出十几种税，如屠宰税、“卫生税”、“检验税”、“工商税”、“摊位
税”、“入市税”⋯⋯不论税务局长怎样解释：“只有前一种是税，后面的都是费”，老农一概不听
。
他只认准一个理：凡从口袋里拿出去的都是税。
 资料四：《中国税务》杂志曾经披露，某税务机关依法向一名取得应税收入的文艺界演员征收个人所
得税（当时还称个人收入调节税）时，该纳税人竟断然拒绝，其理由是：“我朋友的父亲是市委书记
”。
 以上资料中，哪些入的认识存在偏差呢？
学完本章，你将会得到答案。
 1.1 税法概述 税收的本质特征具体体现为税收制度，作为税收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税法所确定的具
体内容就是税收制度。
因此，必须在深入理解税收的基础上把握税法的概念。
 1.1.1 税收的定义 税收指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其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分
配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
对税收的理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1.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重要工具 国家要行使职能必须要有一定的财政收入作为保障。
总的来说，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有税、利、债、费四种，即税收、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公债、各
种费收等。
税收收入是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我国自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维持在90％以上。
 2.税收的本质是一种分配关系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分配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必要环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主要是对社会产品价值的分割。
税收解决的是分配问题，它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体现的是一种分配关系。
 3.国家征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 国家取得任何一种财政收入，总要凭借国家的某种权力，即财产权力或
政治权力。
例如，国家凭借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要求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支付土地出让金；国家凭借对国有
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分享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等。
而国家征税凭借的是政治权力，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是征税的唯一依据。
 4.征税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国家在履行其公共职能的过程中必然要有一定的公共支出。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决定了公共支出一般情况下不能由公民个人、企业采取自愿出价的方
式，由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来负担，而只能采取由国家（政府）强制征税的方式，由政府来负担。
现代社会税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5.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 税收的形式特征通常概括为税收“三性”，即无偿性
、强制性和固定性。
“三性”是税收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的形式特征，不同时具备“三性”的财政收入就不能称其为税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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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无偿性 税收的无偿性是指国家征税以后，税款即成为财政收入，对具体纳税人既不需要直接偿
还，也不需要付出任何直接形式的报酬，纳税人从政府支出所获利益通常与其支付的税款不完全成一
一对应的比例关系。
无偿性是税收的关键特征，它使税收明显地区别于国债等财政收入形式，这决定了税收是国家筹集财
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并成为调节经济和矫正社会分配不公的有力工具。
 对具体纳税人来说，纳税后虽然并未得到任何报酬，但要看到，国家从社会取得的税款都会通过财政
支出的安排直接或间接地返还给社会，从这一角度而言，税收具有间接的整体有偿性。
 资料一中，个体杂货店老板认为“⋯⋯税务机关没给我们办什么事，却月月要交税，还规定不准拖欠
，咱这心里总觉得别扭”。
实际上，征税的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有的公共支出，如国防、治安、外交、行政管理、公共
基础设施等支出，来源几乎都是税收。
正如资料二中，老妇人指着警察说：“如果政府没有税收，谁来为他们支付工资呢？
”警察为社会维持治安，其工资就来源于税收。
税收不具有直接有偿性，但具有间接的整体有偿性，正所谓“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因此，该个体杂货店老板的认识是有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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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税法》既可作为高等财经专业和法学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也可作为
备考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等职业资格考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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