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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强化班

第三章 税收理论

考点一 税收职能

税收的职能

职能 含义

财政职能，亦称为收入职能，税收首要和基本职能。 政府参与再分配

经济职能，亦称调节职能。 通过财富的所有权转移，对经济进行调节。

监督职能 监督经济运行以及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

税收的法定主义原则

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

税收的法定主义原则可以概括为：

第一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必须且只能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加以规定，无法律规定政府无权征收。

第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构成课税要素征收程序的法律规定，必须尽量明确而不出现歧义。

第三课税程序合法原则：税务机关应以法律赋予的一切必要手段，依法确定有效的履行其职责。

税制要素—税率

类别 定义 具体内容

比例税率 对同一征税对象，不论数额大小，均按照

同一比例计征的税率，

一般适用于商品流转额的课税。

产品比例税率、地区差别比例

税率、幅度比例税率。

定额税率 也称为固定税率，是指对每一单位的征税

对象直接规定固定税额的一种税率，一般

适用于从量计征的税种。

地区差别税率、幅度定额税率和分级分类定额

税率。

累进税率 是指随征税对象数额或相对比例的增大

而逐级提高税率的一种递增等级税率。

全额累进税率、超额累进税率、全率累进税率、

超率累进税率、超倍累进税率。其中使用时间

最长和应用较多的是超额累进税率。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

分类—按法律级次分类

类型 制定机关 具体内容

（1）税收法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

法等。

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立法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暂行条例。

（2）税收行政法规 国务院

（3）税收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4）税收部门规章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

（5）税收地方规章 地方政府

分类—按税种分类

类别 具体税种



（1）货物和劳务税类 增值税、消费税、关税

（2）所得税类 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3）财产税类 房产税、契税、车船税

（4）资源税类 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

（5）行为、目的税类 环境保护税、印花税、城建税、

车辆购置税、烟叶税、船舶吨税

考点三 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

（1）宏观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

（1）国民生产总值

（或国内生产总值）

负担率

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负担率=

税收总额/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100%

反映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有产品和服务负担税收的程度，通常代表一国的

积累程度和税收总水平。

（2）国民收入负担率 国民收入负担率=税收总额/国民收入×100%

同国民生产总值负担率相比，国民收入负担率更能准确地衡量一国总体的税收

负担水平。

（2）微观税收负担的衡量指标

（1）企业（个人）

综合税收负担率

企业（个人）综合税收负担率

=企业（个人）缴纳的各项税收的总和/企业总产值（个人毛收入）×100%

（2）直接税负担率 纯收入直接税负担率=企业（个人）一定时期缴纳的所得税（包括财产税）/

企业（个人）一定时期获得的纯收入×100%

（3）企业流转税税收负担率 企业流转税税收负担率=企业在一定时期实际缴纳的流转税税额/同期销售

收入（营业收入）×100%

（4）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率 企业所得税税收负担率=企业在一定时期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同期实现

利润总额×100%

税收负担的转嫁与归宿

（1）税负转嫁的形式

1、前转 又称“顺转”，是指纳税人在进行商品或劳务的交易时通过提高价格的方法将其应负担

的税款向前转移给消费者负担的形式，前转是税负转嫁的最典型和最普通的形式。

2、后转 又称“逆转”，是指纳税人通过压低生产要素的进价从而将应纳税的税款转嫁给生产要

素的销售者或生产者负担的形式。

3、消转 又称“税收转化”，指纳税人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或改进生产技术等方法，自行消化税收

负担。

4、税收资本化 也称为“资本还原”，是指生产要素购买者将所购买的生产要素未来应当缴纳的税款，

通过从购入价格中扣除的方法，向后转移给生产要素的出售者。

税收资本化主要发生在某些资本品的交易中。

名义上税款是由买主缴纳，实际上则是由卖主承担。

（2）税负转嫁的条件

第一是商品经济的存在。

第二是自由的价格体制。

（3）税负转嫁的一般规律

1、对供给弹性较大、需

求弹性较小的商品的征

税较易转嫁

商品需求弹性大小和税负向前转嫁的程度成反比，与税负向后转嫁的程度成正比。

商品供给弹性大小和税负向前转嫁的程度成正比，与税负向后转嫁的程度成反比。

当商品的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时，则税负由需求方负担的比例小于供给方负担的



比例；当商品的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则税负由需求方负担的比例大于由供给

方负担的比例。

2、对垄断性商品课征的税较易转嫁

3、流转税较易转嫁

4、征税范围广的税种较易转嫁

考点四 国际税收

税收管辖权

（1）税收管辖权的概念及其确定原则

概念 税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在税收领域中的体现，是一国政府行使主权征税所拥有的各种权力。

税收管辖权的

确定原则

属地主义原则 属地主义原则是指以纳税人的收入来源地或者经济活动所在地为标准确

定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的范围，这是各国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最基本原则。

属人主义原则 属人主义原则是以纳税人的国籍和住所为标准确定国家行使税收管辖权

范围的原则，即对该国的居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行使征税权力的原

则。

（2）税收管辖权的种类

种类 税收管辖权力

的确定原则

说明

收入来源地

管辖权

是按照属地主义原则

确立的税收管辖权

一国政府对来自本国境内的收入或者在本国境

内从事经济活动，拥有征税权力。

居民管辖权 是按照属人主义原则

确立的税收管辖权

一国政府对本国居民的全部所得拥有征税权，

不论该收入是否来自于该国。

（3）税收管辖权的选择

多数国家包括我国，都是同时实行属人和属地两类税收管辖权。

国际重复征税的产生与免除

（1）概念与产生原因

概念：国际重复征税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征税对象或者税源进行分别课税所形

成的交叉重叠征税。

国际重复征税是国际税收的基本理论问题和核心内容。

（1）国际重复征税的免除

常用的方法主要包括：低税法、扣除法、免税法、抵免法。

 ①低税法

低税法是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国外来源的所得，单独制定较低的税率征税，以减轻重复征税。

【提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重复征税的数额，但不能彻底解决国际重复征税。只有当单独制定的较低税

率趋于零时，国际重复征税才趋于彻底免除。

 ②扣除法

扣除法即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取得的国内外所得汇总征税时，允许居民将其在国外已纳所得税视为费用在应

纳税所得中予以扣除，就扣除以后的部分征税，这种方法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重复征税。

 ③免税法（豁免法）

免税法亦称为豁免法，是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来源于非居住国的所得额，单方面放弃征税权。

这种方法时承认收入来源管辖权的独占地位，可彻底免除国际重复征税，但会使居住国利益损失较大。

 ④抵免法

抵免法是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的国外所得在国外已纳的所得额，允许从其应汇总缴纳的本国所得税款中抵

扣。

税收抵免是承认收入来源地管辖权优先于居民管辖权，是目前解决国际重复征税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实际应

用中，抵免法又分为直接抵免和间接抵免两种方法。

抵免限额的规定具体有三种方法，即分国抵免限额、综合抵免限额、分项抵免限额。



分国

抵免限额

分国抵免限额是指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纳税人来自每一项外国的所得，分别计算抵免限额。其计

算公式为：

分国抵免限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本国税率×（某一外国应税所得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

综合

抵免限额

即居住国政府对其居民纳税人的全部外国来源所得，不分国别、项目汇总在一起计算抵免限额。

其计算公式是：

综合抵免限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本国税率×（国外应税所得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

分项

抵免限额

在采用综合抵免法时，为防止纳税人以某一外国较低税率形成的不足限额部分，冲抵另一外国较

高税率形成的超限额部分进行国际间税收逃避，对某些项目的收入采用单独计算抵免限制的方

法。其计算公式是：

分项抵免限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本国税率×（国外某一单项应税所得额/国内外应税所得额）

国际避税与反避税

国际避税的产

生原因

1、跨国纳税人对利润的追求是国际避税产生的内在动机；

2、各国税收制度的差别和税法的缺陷是产生国际避税的外部条件。

国际反避税的

措施

1、税法的完善

（1）税制的完善。

（2）加强税收立法，制定专门的反避税条款。

（3）国际避税案件的裁定还应该形成相应的法规，作为法院或税务官员对国际避税有关

事宜做出裁定的依据。

2、加强税务管理

3、加强国际多边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