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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情分析

CPA 考试税法科目的题型、分值和建议考试控制时间分配如下：

题型 题量及分值 答题时间安排

客观题

单项选择题 26 题×1 分=26 分

30~35 分钟

多项选择题 16 题×1.5 分=24 分

主观题

计算问答题 4题×5 分+5 分（英文加分）=25 分 40~45 分钟

综合题 1 题×14 分+1 题×16 分=30 分 40~50 分钟

合计 105 分

120 分钟

及格线 60 分

第一章 税法总论

历年分值：本章在历年考试中均以选择题形式出现，最近 3年本章的平均分值为 2.5 分。

考点 1：税法概念

【例题 1·单选题】下列权力中，作为国家征税依据的是（ ）。

A. 财产权力

B. 管理权力

C. 政治权力

D. 社会权力

【答案】C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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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点 2：税法的原则

【例题 1·单选题】下列各项税法原则中，属于税法基本原则核心的是（ ）。

A. 税收公平原则

B. 税收效率原则

C. 实质课税原则

D. 税收法定原则

【答案】D

【解析】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基本原则的核心。

【例题 2·多选题】下列关于税收原则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基本原则中的核心

B. 税收行政法规的效力优于税收行政规章的效力，体现了法律优位原则



C. 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法的制定要有利于节约税收征管成本

D. 制定税法时禁止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给予特定纳税人特别优惠，这一做法体现了税收公平原则

【答案】ABCD

【解析】选项 ABCD 表述均符合题目要求。

考点 3：税法的构成要素

【例题 1·单选题】下列税法中，规定具体征税范围、体现征税广度的是（ ）。

A. 税率

B. 纳税环节

C. 税目

D. 纳税对象

【答案】C

【解析】税目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代表征税的广度。

【例题 2·单选题】下列税法要素中，能够区别一种税与另一种税的重要标志是（ ）。

A. 纳税地点

B. 纳税环节

C. 纳税义务人

D. 征税对象

【答案】D

【解析】征税对象是区分一种税与另一种税的重要标志。

【例题 3·单选题】采用超率累进税率征收的税种是（ ）。

A. 资源税

B. 土地增值税

C. 个人所得税

D. 企业所得税

【答案】B

【解析】我国采用超率累进税率征收的税种只有土地增值税。

考点 4：我国税法的制定

【例题 1·单选题】下列各项税收法律法规中，属于部门规章的是（ ）。

A.《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B.《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

C.《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D.《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答案】D

【解析】选项 A 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选项 B 属于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选

项 C属于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

考点 5：我国的税法体系

【例题 1·多选题】由海关负责征收的税种的征收管理按（ ）规定执行。

A. 税收征收管理法

B. 企业所得税法

C. 进出口关税条例

D. 海关法

【答案】CD

【解析】选项 CD 由海关负责征收。



考点 6：税收征管范围划分和税收收入的归属

【例题 1·单选题】下列税种中，其收入全部作为中央政府固定收入的是（ ）。

A. 耕地占用税

B. 个人所得税

C. 车辆购置税

D. 企业所得税

【答案】C

【解析】中央政府固定收入包括消费税（含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的部分）、车辆购置税、关税、海关代征的进

口环节增值税等。

考点 7：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例题 1·多选题】我国纳税人依法享有纳税人权利，下列属于纳税人权利的（ ）。

A. 依法申请减免税权

B. 控告税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

C. 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决定享有申辩权

D. 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的商业秘密保密

【答案】ABCD

【解析】以上均选项均属于纳税人的权利。

第二章 增值税法

历年分值：在最近 3 年考试中，本章的平均分约为 19 分。

考点 1：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例题 1·多选题】根据增值税规定，下列（ ）行为应缴纳我国的增值税。

A. 美国 A 公司向我国企业转让其在我国的连锁经营权

B. 法国 B 公司将其在意大利的办公楼出租给我国企业使用

C. 英国 C 公司对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提供咨询服务

D. 印度 D 公司为我国企业在印度的建筑工程提供监理服务

【答案】 AC

【解析】选项 B，所销售或者租赁的不动产不在我国的境内，不需要在我国缴纳增值税；选项 D，属于施工地

点在境外的监理服务，不需要在我国缴纳增值税。

【例题 2·单选题】下列行为中，视同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的是（ ）。

A. 将购进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

B. 将购进的货物用于个人消费

C. 将购进的货物用于对外投资

D. 将购进的货物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答案】 C

【解析】将购进货物用于集体福利、个人消费、非增值税应税项目属于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的情形。

将购进的货物用于对外投资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

考点 2：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

【例题 1·单选题】下列承包经营的情形中，应以发包人为增值税纳税人的是（ ）。

A. 以承包人名义对外经营，由承包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B. 以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由发包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C. 以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由承包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D. 以承包人名义对外经营，由发包人承担法律责任的



【答案】 B

【解析】以承包、承租、挂靠方式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下统称承包人）以发包人、出租人、

被挂靠人（以下统称发包人）名义对外经营并由发包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的，以该发包人为纳税人；否则以

承包人为纳税人。

考点 3：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

【例题 1•单选题】以下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划分的规定，表述正确的有( ）。

A. 个体工商户不需要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B. 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其他个人不得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C. 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从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的年度销售额

D. 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不能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答案】B

【解析】个体工商户可以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但个体工商户以外的个人无须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

登记；年应税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在连续不超过 12 个月或四个季度的经营期内累计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年应

税销售额未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企业，只要符合规定条件的，也可以进行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

考点 4：增值税的税率和征收率

【例题 1·单选题】根据增值税规定，下列产品适用 9%低税率的是（ ）。

A. 酸奶

B. 鱼罐头

C. 茶饮料

D. 玉米胚芽

【答案】 D

【解析】玉米胚芽属于初级农产品，适用 9%的增值税税率。酸奶、鱼罐头、茶饮料都适用 13%的增值税税率。

【例题 2·多选题】下列各项业务所取得的收入中，应按 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的有（ ）。

A. 搬家业务

B. 植物养护服务

C. 对安装运行后的电梯提供养护服务

D. 远洋运输公司从事的程租业务

【答案】 ABC

【解析】选项 D，远洋运输公司从事的程租业务适用 9%的税率。

【例题 3•单选题】某生产企业属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19 年 5 月对部分资产盘点后进行处理：销售作为低

值易耗品管理的仓库货架用品一批，取得收入 11.33 万元（含税，下同）；销售使用过的小汽车 1 辆，取得

收入 7.21 万元（原值为 14 万元）；出租一处门面房，取得收入 4.2 万元，该企业上述业务应缴纳增值税（ ）

万元。

A. 3.81

B. 0.61

C. 0.67

D. 0.71

【答案】C

【解析】11.33/(1+3%)×3%+7.21（1+3%）×2%+4.2/(1+5%)×5%=0.33+0.14+0.2=0.67（万元）。

【例题 4·单选题】境内单位和个人发生的下列跨境应税行为中，适用增值税零税率的是（ ）。

A. 向境外单位转让的完全在境外使用的技术

B. 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电信服务

C. 在境外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播映服务



D. 无运输工具承运业务的经营者提供的国际运输服务

【答案】A

【解析】选项 BCD：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

考点 5：增值税的销售额

【例题 1·单选题】汽车销售公司销售小轿车时一并向购买方收取的下列款项中，应作为价外费用计算增值税

销项税额的是（ ）。

A. 收取的小轿车改装费

B. 因代办保险收取的保险费

C. 因代办牌照收取的车辆牌照费

D. 因代办缴税收取的车辆购置税税款

【答案】 A

【解析】代为收取的保险费、车辆牌照费及车辆购置税税款不计入销售额计算销项税。

考点 6：“营改增”差额计算销售额的规定

【例题 1·单选题】下列行为在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时，应按照差额确定销售额的是（ ）。

A. 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服务

B. 转让金融商品

C. 直销员将从直销企业购买的货物销售给消费者

D. 企业逾期未收回的包装物不再退还押金

【答案】 B

【解析】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是按照差额确定销售额的。

【例题 2·单选题】对下列增值税应纳税行为计算销项税额时，按照全额确定销售额的是（ ）。

A. 货款服务

B. 一般纳税人提供客运场站服务

C. 金融商品转让服务

D. 经纪代理服务

【答案】 A

【解析】选项 B、C、D差额征收增值税。

考点 7：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可抵扣（凭票、分次、计算、核定）、不得抵扣

【例题 1·多选题】一般纳税人发生的下列经济业务均取得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注明的增值税额允许从当期

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情形是（ ）。

A. 用于交际应酬的外购礼品

B. 购买的办公用品

C. 购买制造车间中央空调系统

D. 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买的用于集体福利的物品

【答案】 BC

【解析】选项 A，纳税人的交际应酬消费属于个人消费，外购货物用于交际应酬，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选项

D，购买的货物用于集体福利，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

【例题 2·单选题】某卷烟厂 2021 年 6 月收购烟叶生产卷烟，收购凭证上注明价款 50 万元和按规定比例向烟

叶生产者支付的价外补贴、缴纳了烟叶税。上述烟叶全部用于生产卷烟，则该卷烟厂当月收购烟叶可抵扣的

进项税额为（ ）。

A. 6.6 万元

B. 7.92 万元

C. 8.58 万元



D. 8.86 万元

【答案】A

【解析】烟叶税应纳税额=50×（1+10%）×20%=55×20%=11（万元）；准予抵扣进项税=（55+11）×（9%+1%）

=6.6（万元）。

【例题 4·单选题】某企业在 2020 年 5 月的经营中，支付桥、闸通行费 6 825 元，取得通行费发票（非财政

票据）；支付高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注明税额 246 元，则该企业上述发票可抵扣进项税（ ）。

A. 472 元

B. 571 元

C. 672.90 元

D. 724 元

【答案】B

【解析】可抵扣的进项税额=6 825÷（1+5%）×5%+246=325+246=571（元）。

考点 8：进项税的分摊抵扣方法

【例题 1·单选题】某制药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2 月销售免税药品取得价款 20 000 元，销售非免

税药品取得含税价款 90 400 元。当月购进原材料、水、电等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确认在本月抵扣）上

的税款合计为 10 000 元，其中有 2 000 元进项税额对应的原材料用于免税药品的生产；5 000 元进项税额对

应的原材料用于非免税药品的生产；对于其他的进项税额对应的购进部分，企业无法划分清楚其用途。该企

业本月应缴纳增值税（ ）元。

A. 3 000 B. 4 200 C. 6 100 D. 6 600

【答案】A

【解析】

销项税=90 400/（1+13%）×13%

=80 000×13%=10 400（元）；

进项税=5 000+（10 000-2 000-5 000）×80 000/（20 000+80 000）

=5 000+3 000×8/10=7 400（元）；

应纳税额=10 400-7 400=3 000（元）。

考点 9：简易计税办法

【例题 1·多选题】“营改增”试点一般纳税人所从事的下列应税服务活动，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

值税的有（ ）。

A. 仓储服务

B. 收派服务

C. 航空地面服务

D. 装卸搬运服务

【答案】ABD

【解析】试点纳税人当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电影放映服务、仓储服务、装卸搬运服务和收派服务，可以选

择按照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缴纳增值税，选项 ABD 正确。

考点 9：简易计税办法

【例题 2·单选题】某个体工商户是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2021 年 4 月以 342 万元转让一间商铺，无法提供

取得不动产时的发票，该商铺为 2017 年 3 月购得并缴纳契税 9 万元，当地契税率 3%，则该个体户转让商铺应

缴纳的增值税（ ）万元。

A. 0

B. 1.29

C. 2

D. 2.1



【答案】B

【解析】小规模纳税人转让外购的商铺，应差额计征增值税。由于应纳契税=契税的计税金额契税的计税金额

×契税税率，因此契税的计税金额=9÷3%=300（万元）；2016 年 5 月 1 日及以后缴纳契税的,增值税应纳税额

=［全部交易价格（含增值税）÷（1+5%）-契税计税金额（不含增值税）］×5%=[342÷（1+5%）-300]×5%=25.71

×5%=1.29（万元）。

考点 10：扣缴税款的计算

【例题 1·单选题】2021 年 2 月，境外公司为我国 A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含税价款 200 万元，该境外公

司在境内未设立经营机构，也没有境内代理人，则 A 企业应当扣缴的增值税税额为（ ）。

A. 0

B. 5.83 万元

C. 11.32 万元

D. 12 万元

【答案】C

【解析】应扣缴增值税=200÷（1+6%）×6%=11.32（万元）。

考点 11：出口退（免）税基本政策

【例题 1•单选题】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其增值税的退免税依据是（ ）。

A. 出口货物劳务的实际离岸价（FOB）

B. 按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货物所含的海关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后确定

C. 按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货物所含的国内购进免税原材料的金额后确定

D. 为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

【答案】B

【解析】生产企业进料加工复出口货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按出口货物的离岸价（FOB）扣除出口

货物所含的海关保税进口料件的金额后确定。

【例题 2·多选题】下列货物的出口，享受增值税免税不退税政策的有（ ）。

A. 来料加工复出口的货物

B. 属于小规模纳税人的生产企业出口的自产货物

C. 外贸企业出口避孕药品

D. 外贸企业从农业生产者直接购进的免税农产品出口

【答案】ABCD

考点 12：“免抵退”税计算办法

【例题 1】某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6 月外购原材料取得进项税额专用发票，注明进项税额

100 万元并在当月确认抵扣。当月内销货物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150 万元，外销货物取得收入 115 万美元（美元

与人民币的比价为 1：6.8），该企业适用增值税税率 13%，出口退税率为 6%。该企业 6月应退的增值税为：

【答案及解析】

当期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115×6.8×（13%-6%）=54.74（万元）（转入外销成本影响所得税）

当期应纳增值税=150×13%-（100-54.74）=19.5-45.26=-25.76（万元）

当期免抵退税=115×6.8×6%=46.92（万元）

25.76 小于 46.92；则应退 25.76 万元。

【考点链接】

当期免抵税额=46.92-25.76=21.16（万元）（计算城建税和两个附加）

考点 13：免退税的计算

【例题 1•单选题】某外贸公司 6 月份购进八音盒 10 000 只，单价 80 元/只，已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将

外购的八音盒全部报关出口，离岸单价 15 美元/只，此笔出口已收汇并做销售处理。（美元与人民币比价为



1：6.2，退税率为 13%）。该笔出口业务应退增值税为（ ）。

A. 104 000 元

B. 120 000 元

C. 139 500 元

D. 145 690 元

【答案】A

【解析】10 000×80×13%=104 000（元）。

考点 14：境外旅客离境退税

【例题 1•多选题】以下符合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政策的有（ ）。

A. 同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 200 元人民币

B. 退税物品尚未启用或消费

C. 离境日距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过 183 天

D. 所购退税物品由境外旅客本人随身携带或随行托运出境

【答案】BD

【解析】选项 A，同一境外旅客同一日在同一退税商店购买的退税物品金额达到 500 元人民币；选项 C，离境

日距退税物品购买日不超过 90 天。

考点 15：税收优惠

【例题 1•多选题】以下项目中，属于增值税法定减免的有（ ）。

A. 零售避孕药品

B. 转让古旧图书

C. 教学用品商店进口教学仪器

D. 外国政府、国际友人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

【答案】AB

【例题 2·多选题】以下适用“营改增”过渡期免税政策的有（ ）。

A. 个人转让著作权

B. 个人转让商标权

C. 残疾人个人提供应税服务

D. 安置残疾人的单位提供应税服务

【答案】AC

【解析】“营改增”过渡期免税政策中不包括选项 B；选项 D：安置残疾人的单位，实行由税务机关按照单位

实际安置残疾人的人数，限额即征即退增值税的办法。

考点 16：发票管理

【例题 1·多选题】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时，下列情况中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有( )。

A. 购货方购进免税药品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B. 消费者个人购进电脑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C. 商店零售化妆品

D. 商店零售劳保绝缘鞋

【答案】ABC

考点 17：征收管理

【例题 1•多选题】下列关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 以预收款方式销售日用品的，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B. 委托他人代销服装的，为服装发出的当天



C. 采用赊销方式销售机器设备的，为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

D. 进口货物，为报关进口的当天

【答案】CD

【例题 2·单选题】下列增值税纳税人中，以 1 个月为纳税期限的是（ ）。

A. 商业银行

B. 财务公司

C. 信托投资公司

D. 保险公司

【答案】D

【解析】银行、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以 1个季度为纳税期。保险公司可以 1 个月为纳税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