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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税务师

税法一

习题精析班

第一章 税法基本原理

【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不重要的章节，考试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考查不深，但是考查范围较广。一般 2-3 个选择

题。

【重要考点】

【考点 1】税法原则（4 基本+6 适用）

【考点 2】税收法律关系

【考点 3】税收法律

【考点 4】税法概念与特点

【考点 5】税法的解释

【考点 6】税收实体法要素

【考点 7】税收立法

【考点 8】税收执法

【考点 9】税收司法

【考点 10】税务规范性文件的特征

【考点 1】税法原则（4 基本+6 适用）

两类原则 具体原则

税法的基本原则（4 个） 1. 税收法律主义； 2.税收公平主义；

3.税收合作信赖主义；4.实质课税原则

税法的适用原则（6 个） 1.法律优位原则； 2.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3.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4.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

5.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 6.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单选题 1】下列各项税法原则中，属于税法适用原则的是（ ）。

A.税收合作信赖主义 B.税收法定性原则 C.实质课税原则 D.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答案】D

【解析】税法适用原则包括法律优位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新法优于旧法原则；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程序优于实体原则。选项 A、B、C 属于税法基本原则。

【单选题 2】纳税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必须先缴清税款或者提供纳税担保才可以申请税务行政复

议，这体现了税法适用原则中的（ ）。

A.实质课税原则 B.程序优于实体原则 C.法律优位原则 D.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

【答案】B

【解析】程序优于实体原则的基本含义为：在诉讼发生时税收程序法优于税收实体法适用。即纳税人通过税务行政

复议或税务行政诉讼寻求法律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必须事先履行税务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纳税义务，而不管这

项纳税义务实际上是否完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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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3】下列关于税法原则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税收公平主义是指税收负担必须根据纳税人真实的负担能力分配

B.实质课税原则是指应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决定纳税人的税负

C.法律效力一律优于法规和规章

D.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但程序法例外

【答案】D

【解析】税收公平主义是指税收负担必须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实质课税原则是指应根据纳税人的真实负担

能力决定纳税人的税负；法律效力一般优于法规和规章，但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单选题 4】下列各项中，体现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的是（ ）。

A.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

B.税收负担必须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

C.应根据纳税人的真实负担能力决定纳税人的税负

D.没有充足证据税务机关不能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有所怀疑

【答案】A

【解析】选项 B 属于税收公平主义原则；选项 C 属于实质课税原则；选项 D 属于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原则。

【单选题 5】下列属于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的正确解释的是（ ）。

A.对同一事项两部法律分别订有一般和特别规定时，特别规定的效力高于一般规定的效力

B.实体法不具备溯及力，而程序法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溯及力

C.实体法、程序法权利义务均以其发生的时间为准

D.新法、旧法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规定时，新法的效力优于旧法

【答案】B

【解析】实体从旧、程序从新原则是指实体法不具备溯及力，而程序法在特定条件下具备一定溯及力。

【多选题 1】下列关于税法原则的表述中，正确（ ）。

A.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属于税法的适用原则

B.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这体现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

C.任何国家的税法体系和税收法律制度都要建立在一定的税法原则基础上

D.税法适用原则中的法律优位原则明确了税收法律的效力高于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

E.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是单向的，即要求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

【答案】ABCD

【解析】选项 E，税收法律主义的要求是双向的：一方面要求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另一方面，课税只能在法律的

授权下进行，超越法律规定的课征是违法和无效的。

【考点 2】税收法律关系

税收法律事实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

1. 产生

以引起纳税义务成立的法律事实为基础和标志。（出现应税行为）

2. 变更原因——5条

（1）由于纳税人自身的组织状况发生变化

（2）由于纳税人的经营或财产情况发生变化

（3）由于税务机关组织结构或管理方式的变化

（4）由于税法的修订或调整

（5）因不可抗拒力造成的破坏

3. 消灭原因——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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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

（2）纳税义务因超过期限而消灭

（3）纳税义务的免除

（4）某些税法的废止

（5）纳税主体的消失

【单选题 1】列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是国家

B.税收法律关系体现征纳双方意志

C.税收法律关系的成立不以征纳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要件

D.征税权虽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的，但是可以放弃或转让

【答案】C

【解析】选项 A：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一方可以是任何负有纳税义务的法人和自然人，另一方为国家；选项 B：税收

法律关系只体现国家单方面的意志；选项 D：税务机关行使的征税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的，是国家行政权力的组

成部分，具有强制力，并非仅仅是一种权力资格，这种权力不能由行使机关自由放弃或转让。

【多选题 1】下列属于引起税收法律关系变更原因的有（ ）。

A.因不可抗拒力造成的破坏

B.纳税义务的免除

C.纳税人经营或财产情况发生变化

D.纳税义务超过追缴期限

E.税法修订或调整

【答案】ACE

【解析】选项 B、D 属于税收法律关系消灭的原因。税收法律关系变更的原因：（1）纳税人自身的组织状况发生变化

—合并分立；（2）纳税人的经营或财产情况发生变化—个体变法人；（3）税务机关组织结构或管理方式的变化—国

地合并；（4）税法的修订或调整—取消减免税；（5）因不可抗力造成破坏—受灾减税。

【考点 3】税收法律

由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

现行税种中，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发布实施的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船舶吨税、

环境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 除此之外其他各税种都是经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授权，由国务院以暂行条例的形式发布实施的。

其他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

【单选题 1】以国家法律形式发布的有（ ）。

A.企业所得税 B.增值税 C.房产税 D.消费税

【答案】A

【解析】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发布实施的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烟叶税、船舶吨税、环境

保护税、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印花税。

【考点 4】税法概念与特点

一、税法的概念

税法是指有权的国家机关制定的有关调整税收分配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税法与税收有区别。税收是经济学概念，侧重解决分配关系；税法是法学概念，侧重解决权利义务关系。法是税收

的存在形式。

税收的特点：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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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法的特点

1. 从立法过程看，税法属于制定法，不属于习惯法。

2. 从法律性质看，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不属于授权法。

3. 从内容看，税法具有综合性，不是单一的法律。

义务性法规：

1. 税法直接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的法规，具有强制性；

2. 从税法的角度看，纳税人以尽义务为主，其履行纳税义务与获得的权利不对等；

3. 并不是税法没有规定纳税人的权利，权利从总体上看不是纳税人的实体权利，而是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

【多选题 1】以下关于税收和税法的表述正确的有（ ）。

A.税收的本质是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B.税法的调整对象是税收分配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C.国家征税的依据是政治权力，它有别于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

D.国家征税的基本目的是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

E.税收具备强制性、固定性、无偿性的特点

【答案】BCDE

【解析】选项 A，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形成的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剩余产品分配关系，不是权利义务关

系。

【多选题 2】以下关于税法的表述正确的有（ ）。

A.税法属于权利性法规

B.税法具有综合性法规的特点

C.税法属于授权法

D.税收法律体系具有单一性

E.税法属于制定法

【答案】BE

【解析】选项 A、C，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选项 D，税收法律体系具有综合性。

【考点 5】税法的解释

一、税法法定解释的特点

专属性 法定解释应严格按照法定的解释权限进行（主体专属）

权威性 法定解释同样具有法的权威性（内容权威）

针对性、普遍性

和一般性

法定解释大多是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进行的，是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具体的事件或案件作出的，

有针对性，但其效力不限于具体的法律事件或事实，而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二、税法法定解释的分类

1. 按解释权限划分

分类 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 行政解释

特点 事后解释，可作判案依据。 限于税收犯罪范围，可作为办案与

适用法律和法规的依据

在执行中具有普遍约束力，原

则上不能作判案直接依据

解 释

主体

①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解释法律

② 国务院解释税收行政法规

③ 地方人大常委会解释地方税收法规

① 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

②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解释

③ 由两高联合做出的共同解释

国家税务行政主管机关——

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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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解释尺度分类

分类 字面解释 限制解释 扩充解释

特点 严格依税法条文的字面含

义进行解释，既不扩大也不

缩小。（基本解释方法）

对税法条文所进行的窄于其字面含义的解

释。例如：个税中“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解

释为“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

国境内习惯性居住”

对税法条文所进行的大于其字面

含义的解释。尽管在税法中存在，

但一般不将其作为一项解释方法

去使用

【单选题 1】下列有关税法解释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税法解释不具有针对性 B.税法解释不具有专属性

C.检察解释不可作为办案的依据 D.税法立法解释通常为事后解释

【答案】D

【解析】通常所说的税收立法解释是指事后解释。

专属性 法定解释应严格按照法定的解释权限进行（主体专属）

权威性 法定解释同样具有法的权威性（内容权威）

针对性、普遍性

和一般性

法定解释大多是在法律的适用过程中进行的，是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具体的事件或案件作出的，

有针对性，但其效力不限于具体的法律事件或事实，而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单选题 2】国家税务总局《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将“习惯性居住”解释为“是指实际居住或在某一

个特定时期内的居住地”。这一税法解释属于（ ）。

A.司法解释 B.字面解释 C.扩充解释 D.限制解释

【答案】D

【解析】国家税务总局《征收个人所得税若 干问题的规定》将“习惯性居住”解释为“是指实际居住或在某一个特

定时期内的居住地”，范围明显窄于“习惯性居住”的字面含义。这一解释属于限制性解释。

【考点 6】税收实体法要素

【单选题 1】下列税种实行多次课征制的是（ ）。

A.个人所得税 B.车辆购置税 C.企业所得税 D.增值税

【答案】D

【解析】一次课征制是指同一税种在商品流转的全过程中只选择某一环节课征的制度；多次课征制是指同一税种在

商品流转全过程中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环节课征的制度。

【多选题 1】下列各项中，表述正确的有（ ）。

A.税目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

B.税率是衡量税负轻重的重要标志

C.税目体现征税的广度

D.征税对象就是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的物品

E.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与负税人是一致的

【答案】BCE

【解析】选项 A，征税对象是区分不同税种的主要标志；选项 D，征税对象是税法中规定的征税的目的物。

【多选题 2】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采用的税率形式有（ ）。

A.比例税率 B.定额税率 C.负税率 D.超倍累进税率 E.超额累进税率

【答案】ABE

【解析】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采用的税率形式包括比例税率、定额税率、超额累进税率和超率累进税率。没有负

税率和超倍累进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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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 3】下列税种既有定额税率又有比例税率的有（ ）。

A.消费税 B.企业所得税 C.资源税 D.增值税 E.房产税

【答案】AC

【解析】选项 BDE，比例税率。

【考点 7】税收立法

【单选题 1】下列关于税务规章权限范围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税务规章原则上不得重复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

B.国务院行政法规对税收事项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制定税务规章

C.税务机关有权制定不属于税务机关权限范围内的事项

D.税务规章的制定出现越权行为，地方政府可以撤销

【答案】A

【解析】选项 B，只有法律或国务院行政法规等对税收事项已有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制定税务规章；选项 C，税务

规章制定的事项在内容上必须是税务机关业务范围内的事项， 凡不属于税务机关权限范围内的事项，税务规章无权

制定；选项 D，税务规章制定出现越权行为，国务院可依法改变或撤销。

【考点 8】税收执法

【单选题 1】下列关于税收执法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税收执法具有主动性，这是与税收司法活动相区别的重要特点

B.税收执法具有可救济性，当事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C.税收执法检查的客体是行政相对人履行纳税义务及其相关行为

D.税务相对人申请行政救济，不影响税务机关执法决定的执行

【答案】C

【解析】税务检查的客体是行政相对人履行纳税义务及其相关行为，税收执法检查的客体是税收执法行为。

【考点 9】税收司法

【单选题 1】下列关于税收司法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税收司法的原则包括独立性和中立性原则 B.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税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C.欠税在前，税款优先于抵押权 D.欠税在后，税款优先于留置权

【答案】D

【解析】欠税在前的，税款优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多选题 1】下列关于税收司法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属于税收行政诉讼具体的受案范围

B.税收司法概念的核心在于谁能够行使国家司法权处理涉税案件

C.税收刑事司法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法律依据

D.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是税收行政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E.税收司法的主体是税务机关

【答案】ABCD

【解析】从广义来理解，税收司法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等国家司法机关。

【考点 10】税务规范性文件的特征

（1）属于非立法行为的行为规范。

（2）适用主体的非特定性。

（3）不具有可诉性。（具体行政行为可诉，抽象的行政行为不可诉）

（4）具有向后发生效力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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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题 1】税务规范性文件的特征包括（ ）。

A.不具有可诉性

B.与税务规章设定权一致

C.适用主体的非特定性

D.具有向后发生效力的特征

E.属于非立法行为的行为规范

【答案】ACDE

【解析】税务规范性文件具有以下特征：①属于非立法行为的行为规范；②适用主体的非特定性；③不具有可诉性；

④具有向后发生效力的特征。

路虽远，行则将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