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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职业教育确定为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分管教育工作时，把我国的教育分为“四大块”：一
是基础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三是职业教育，四是成人教育。
他把职业教育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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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12月19日至20日，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普通教育、职业
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相衔接的教育体系，完善继续教育和培养制度，建立健全人才培养机制。
”　　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
努力办好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是一篇大文章。
”“各地各部门要狠狠抓它十年、二十年，必会大见成效。
”　　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把职业教育确定为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
组成部分，并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同志在分管教育工作时，把我国的教育分为“四大块”
：一是基础教育，二是高等教育，三是职业教育，四是成人教育。
他把职业教育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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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税收法律关系税收法律关系一般是指税收法律规范所确认和调整的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征
纳权利、义务关系，是税收分配关系在法律规范上的体现，也是税收征纳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
1．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税收法律关系最基本的条件，是由主体、内容和客体三要素组成的。
它们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就不能构成税收法律关系。
（1）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是参加税收关系的当事人，它们的主体资格由国家法律直接规定。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分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两类。
征税主体包括三类主体，即：①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它在制定税法问题上拥有极广泛的权力；
②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可以根据授权，制定具
有法律效力的税收法规和规章，并代表国家行使征税职权；③地方权力机关及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
税收管理权限的规定，有权制定本辖区适用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并行使对本地税收的征管职权。
纳税主体在中国主要包括：各类国内企业（含股份制企业和联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行政、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居民个人。
（2）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目标或对象，也就是征税对象。
没有客体，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就会落空。
这种客体主要指税法规定要征税的产品、财产、收入资源等。
例如，所得税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财产税法律关系客体是财产；流转税法
律关系客体是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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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税制》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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