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税收征收管理

一、单选题

1.（2021 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智慧税

务建设的要求，下列对智慧税务要求表达不正确的是（ ）。

A.2025 年实现税务执法、服务、监管与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深度融合、高效联动、全面升级

B.2022 年基本实现自然人税费信息“一人式”智能归集

C.2022 年基本实现法人税费信息“一户式”智能归集

D.2025 年基本实现税务机关信息“一局式”智能归集

【答案】D

【解析】选项 D，2023 年基本实现税务机关信息“一局式”、税务人员信息“一员式”智能归集。

2.（2022 年）关于注销税务登记的说法错误的是（ ）。

A.纳税人注销税务登记应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缴销发票、税务登记证件和其他税务证件

B.纳税人被市场监管局吊销营业执照的，应自被吊销之日起 60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C.纳税人应当在向市场监管局办理注销登记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D.非正常状态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需先解除非正常状态，再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答案】B

【解析】纳税人被市场监督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的，应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

3.（2021 年）纳税人首次申领增值税专用发票，无需办理的事项是（ ）。

A.审批发票领用数量

B.领购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

C.审批最高开票限额

D.缴纳发票保证金

【答案】D

【解析】纳税人在首次申请领用发票时，办理的主要涉税事项包括发票票种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

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审批、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初始发行、发票领用等涉税事项。

4.（2022 年）纳税信用 A 级的纳税人，按需供应发票，可一次领取不超过（ ）个月的发票量。

A.2

B.1

C.4

D.3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核发票管理。对于纳税信用 A 级的纳税人，按需供应发票，可以一次领取不超过 3 个月的发

票用量。

5.企业发生的下列经济业务中，应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情况是（ ）。

A.向茶农收购茶叶

B.购货方退货

C.现金折扣

D.销售折让

【答案】A

【解析】 选项 A ：向农民收购农产品，是由收购企业（付款方）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选项 BD ：销售折

让、购货方退货一般是由销售方开具红字发票进行冲销；

选项 C ：现金折扣不得扣减销售额，所以现金折扣双方都不需要开具发票。



6.（2022 年）下列情形中应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是（ ）。

A.商场向消费者个人零售商品

B.小商店市场的商铺向经销商批发商品

C.某个人向受让方转让专利技术

D.收购单位向农民收购农产品

【答案】D

【解析】通常情况下,发票由收款方向付款方开具，但下列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①收购单位

和扣缴义务人支付个人款项时；②国家税务总局认为其他需要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的。选型 C，依法不

需要办理税务登记或领取营业执照需要临时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

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经办人身份证明，直接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

7.下列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的规定，正确的是（ ）。

A.开具增值税发票如有需要，全部联次可以分次打印

B.经大数据分析发现存在涉税风险的纳税人，不得离线开具发票

C.新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纳税人，自首次开票之日起 2 个月内不得离线开具发票

D.购买方为事业单位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答案】B

【解析】选项 A ：开具发票时，全部联次一次打印，内容完全一致，并在发票联和抵扣联加盖发票专用章。

选项 C：新办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的纳税人，自首次开票之日起 3 个月内不得离线开具发票，按照规定

不使用网络办税或不具备风险条件的特定纳税人除外。

选项 D：购买方为企业的，索取增值税普通发票时，应向销售方提供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8.下列情形，不属于增值税专用发票作废条件的是（ ）。

A.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

B.销售方未抄税并且未记账

C.购买方未认证或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

D.购买方先予以认证抵扣，后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销售方

【答案】D

【解析】 纳税人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月，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等情形，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

符合作废条件的，按作废处理；开具时发现有误的，可即时作废。

作废条件是指同时具有下列情形：

①收到退回的发票联、抵扣联，且时间未超过销售方开票当月（A）；

②销售方未抄税且未记账（B）；

③购买方未认证，或者认证结果为“纳税人识别号认证不符”“增值税专用发票代码、号码认证不符”（C）。

9.（2022 年）在下列业务开具发票时无需在备注栏注明相关信息的是（ ）。

A.出租不动产

B.货物运输服务

C.提供建筑服务

D.销售代销货物

【答案】D

【解析】目前，在开具发票时必须在备注栏注明的经营业务主要有：①提供建筑劳务；②销售不动产；③出

租不动产；④货物运输服务；⑤单用途卡或多用途卡结算销售款；⑥保险公司代收车船税；⑦个人保险代理

人汇总代开等。

10.以下发票开具必须在备注栏注明的经营业务是（ ）。

A.销售成品油

B.销售小汽车



C.销售不动产

D.收费公路通行费

【答案】C

【解析】必须在备注栏注明的经营业务主要有：提供建筑劳务、销售不动产、出租不动产、货物运输服务、

预付卡（单用途、多用途）、保险公司代收车船税、个人保险代理人汇总代开、差额征税、异地代开不动产经

营租赁服务或建筑服务发票。

11.下列有关纳税人信用评价，说法正确的是（ ）。

A.年度评价指标得分采取累计得分方式

B.非经常性指标缺失的，从 90 分起评

C.甲企业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为 60 分，甲企业为 B 级纳税人

D.乙企业在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年度评价指标 70 分，乙企业为 B 级纳税人

【答案】B

【解析】年度评价指标得分采取扣分方式 ，选项 A 错误；甲企业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为 60 分，甲企业应为

C 级纳税人，选项 C 错误；乙企业在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且年度评价指标分 为 70 分，乙企业

为 M 级纳税人，选项 D 错误。

12.以下属于核定应纳税额情形的是（ ）。

A.依照规定可以不设置账簿的

B.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但有正当理由的

C.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

D.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

【答案】A

【解析】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应核定应纳税额，选项 B 错误；发生纳税义务，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应核定应纳税额，选项 C 错

误；纳税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

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选项 D 错误。

13.（2022 年）税务机关在纳税评估时发现纳税人的下列行为，需要移交稽查部门处理的是（ ）。

A.纳税人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缴纳税款

B.纳税申报表填写错误或明显计算错误

C.未按期办理税务登记变更手续

D.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逃避纳税的

【答案】D

【解析】发现纳税人有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或其他需要立案查处的税收违法行为嫌疑

的，要移交税务稽查部门处理。

14.（2022 年）纳税人纳税信用等级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70 分以上不满 90 分的，其纳税信用级别是（ ）。

A.B 级

B.A 级

C.C 级

D.M 级

【答案】A

【解析】A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90 分以上的；B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70 分以上不满

90 分的；C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 40 分以上不满 70 分的；D 级纳税信用为年度评价指标得分不满

40 分或者直接判级确定的；未发生《信用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所列失信行为的下列企业适用 M 级纳税信用：

①新设立企业；②评价年度内无生产经营业务收入且年度评价指标得 70 分以上的企业。



15.（2022 年）下列属于税务机关税收保全措施的是（ ）。

A.拍卖纳税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

B.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

C.书面通知纳税人开户行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D.通知出入境管理机关阻止纳税人出境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税收保全措施。税收保全措施包括：税务机关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存款；

扣押、查封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

16.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

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依照规定行使（ ）、撤销权。

A.处理权

B.留置权

C.处分权

D.代位权

【答案】D

17.（2022 年）关于纳税机关实施税务检查的说法，错误的是（ ）。

A.检查纳税人的账簿、记账凭证，可在纳税人业务场所进行

B.调取纳税人以前年度的账簿检查的，应在 3个月内完整退还

C.对与税收违法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必须经当事人同意方可录音录像

D.税务机关派出的人员进行税务检查时，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核税务检查。选项 C，税务机关调查税务违法案件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记录、

录音、录像、照相和复制。

18.（2022 年）下列追征税款权说法，正确的是（ ）。

A.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 5 年内追征税款并加收滞

纳金

B.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在 3 年内追征税款不得加

收滞纳金

C.因纳税人计算错误，导致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在 3 年内追征税款，但不加收滞纳金

D.因税务机关责任导致纳税人少交税款超过 10 万元的，税务机关可在 5 年内追征

【答案】B

【解析】选项 AD，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在 3 年内

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选项 C，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

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 5

年。

19.关于税款追征与退还的说法，正确的是（ ）。

A.纳税人多缴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自发现之日起 10 日内办理退还手续

B.纳税人多缴的税款，自结算税款之日起 5 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

C.纳税人多缴的税款退回时，应加算银行同期贷款利息

D.由于税务机关适用法规错误导致纳税人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在 3 年内补征税款和加收滞纳金

【答案】A

【解析】选项 B：纳税人多缴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自结算税款之日起 3年内发现的，

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选项 C：纳税人多缴的税款，纳税人发现的，

税款退回时，应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而不是贷款利息；选项 D：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



务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 3 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20.（2019 年）当需要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时，下列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纳入税收保全措施范围的是（ ）。

A.唯一的一辆机动车

B.新购入的价值 4000 元的家具

C.别墅

D.金银首饰

【答案】B

【解析】税务机关对单价 5000 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