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点：个人所得税 

个

人

所

得

税

的

纳

税

人 

居民 

个人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 天的个

人，为居民个人。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依照《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缴纳个人所得税 

非居民个

人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

183 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依照《个人所得税

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提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综

合 

所

得 

①工资、薪金所得 

②劳务报酬所得 

③稿酬所得 

④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1）居民个人（有住所，累计 183 天） 

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 

（2）非居民个人（无住所，不满 183

天） 

按月或按次分项计算个人所得税 

3%～45％ 

超额累进 

分

类 

所

得 

⑤经营所得 

⑥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⑦财产租赁所得 

⑧财产转让所得 

⑨偶然所得 

分别计算个人所得税 

⑤5％-35％ 

超额累进 

⑥⑦⑧⑨20% 

比例税率 

 

计 税

方法 

 

（1）综合所得 

①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 60000 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其中，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

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 70％计算 

②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5000 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非

居民个人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2）经营所得 

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3）财产租赁所得 

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减除费用 800 元；4000 元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

税所得额 

（4）财产转让所得 

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5）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 

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6）扣除 

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

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务院规定对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

前扣除的，从其规定 

专项扣除包括居民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

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 



 

考点：房产税 

纳税人 
在我国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内拥有房屋产权的单位和个人。具体包括产

权所有人、承典人、房产代管人或者使用人 

征税对象 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屋 

征税范围 

房产税的征税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房屋 

【提示】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如围墙、烟囱、水塔、菜窖、室外游泳池等

不属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 

 

税率 

我国现行房产税采用比例税率。从价计征和从租计征实行不同标准的比例税率 

（1）从价计征的，税率为 1.2% 

（2）从租计征的，税率为 12% 

计税依据 

（1）从价计征的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从价计征的房产税，是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据。

房产税依照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10%～30%后的余值计算缴纳 

（2）从租计征的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房产出租的，以房屋出租取得的租金收入为计税

依据，计算缴纳房产税。计征房产税的租金收入不含增值税 

 

征收管理 

（1）纳税地点 

房产税在房产所在地缴纳。房产不在同一地方的纳税人，应按房产的坐落地点分别向

房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纳税期限 

房产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期缴纳的征收方法，具体纳税期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规定 

 

考点：契税 

征税对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 

征税范围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包括承受者应交付的货币、实物、其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 

 土地使用权的转让 

 房屋买卖（合同价格） 

 房屋赠与（书面合同）（市场价格核定） 

 互换（互换差额） 

 非法定继承人根据遗嘱承受 

 获奖方式取得房屋产权 

 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 

 承受的房屋附属设施权属如为单独计价的，按照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征收契税；如与

房屋统一计价的，适用与房屋相同的契税税率。 

不征范围 土地、房屋典当、分拆(分割)、抵押以及出租等行为 

法定继承人继承 

  

 

考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目标 

到 2022 年，在税务执法规范性、税费服务便捷性、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要进展。 

到 2023 年，基本建成“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实现从经验式执



法向科学精确执法转变；基本建成“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务新体

系，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 

 

考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主要目标 

基本建成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风险”监

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到 2025 年，深化税收

征管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形成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行政应用系统，全方位

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管能力。 

 

考点：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

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①加快推进智慧税务建设。 

②稳步实施发票电子化改革。 

③深化税收大数据共享应用。 

不断完善税务执法制度

和机制 

①健全税费法律法规制度。②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 

③不断提升税务执法精确度。④加强税务执法区域协同。 

⑤强化税务执法内部控制和监督。 

大力推行优质高效智能

税费服务 

①确保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②切实减轻办税缴费负担。 

③改进办税缴费方式。④持续压减纳税缴费次数和时间。 

⑤推行智能型个性化服务。⑥维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精准实施税务监管 ①建立健全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②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和监管。 

③依法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 

持续深化拓展税收共治

格局 

①加强部门协作。     ②加强社会协同。 

③强化税收司法保障。④强化国际税收合作。 

强化税务组织保障 ①优化征管职责和力量。②加强征管能力建设。 

③改进提升绩效考评。 

 

考点：政府预算 

政府 

预算的分类 
按预算编制形式分类 

单式预算 

复式 

预算 

经常预算：以税收为收入来源，行政事业项目为支出对

象 

资本预算：以国债为收入来源，经济建设项目为支出对

象 

 

政 府

预 算

的 分

类 

按预算

编制依

据内容

和方法

分类 

增 量 预

算 

新预算年度的财政收支计划指标在以前预算年度基础上，按新预算年度经

济发展情况加以调整后确定。保持了各项财政收支指标连续性，是传统的

预算编制方法 

零 基 预

算 

不考虑以前年度的财政收支执行情况，只以新预算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和财力可能为依据，重新评估各项收支的必要性及其所需金额。有利于克

服增量预算下政府财政收支指标刚性增长的弊端，提高预算支出效率 

 

政府预

算的分

类 

按预算作用时

间长短分类 

年度预算 预算有效期为一年的政府预算 

多年预算 
预算有效期几年（一般为 3 年至 5 年）。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

需要经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也每年编制） 



按预算收支平衡状况分类：平衡预算，差额预算 

按预算项目是否直接反映经济效益分类：投入预算，绩效预算，规划—项目预算 

按预算管理层级分类：中央预算，地方预算 

 

我国政

府预算 

一 般 公 共

预算 

目前，我国每年统计公报公布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的数字，是就一

般公共预算而言 

政 府 性 基

金预算 

政府通过向社会征收基金、收费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

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管理原则： 

以收定支，专款专用，结余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我国政府

预算 

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 

核心：调整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是实现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战略

目标的重要手段 

编制原则： 

统筹兼顾，适度集中；相对独立，相互衔接；分级编制，逐步实施 

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 

遵循原则： 

依法建立，规范统一；统筹编制，明确责任；专项基金，专款专用；相对独

立，有机衔接；收支平衡，留有结余 

 

考点：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加大预算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力 

1.规范政府收入预算管理。 

2.加强政府性资源统筹管理。 

3.强化部门和单位收入统筹管理。 

4.盘活各类存量资源。 

（二）规范预算支出管理，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 

1.加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 

2.合理安排支岀预算规模。 

3.大力优化财政支岀结构。 

4.完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5.推进支岀标准体系建设。 

（三）严格预算编制管理，増强财政预算完整性 

1.改进政府预算编制。 

2.加强跨年度预算平衡。 

3.加强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 

4.完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 

 

（四）强化预算执行和绩效管理，增强预算约束力 

1.强化预算对执行的控制。 

2.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3.优化国库集中收付管理。 

4.拓展政府采购政策功能。 

（五）加强风险防控，增强财政可持续性 



1.健全地方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机制。 

2.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3.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隐患。 

（六）增强财政透明度，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 

1.改进预决算公开。 

2.发挥多种监督方式的协同效应。 

3.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政系统信息贯通。 

4.推进部门间预算信息互联共享。 

 

考点：财政管理体制 

政 府 间 事

权 及 支 出

责 任 划 分

的原则 

受益原则 

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范围来划分政府间事权 

全国范围内受益的事项——中央政府 

区域范围内受益的事项——地方政府 

效率原则 根据产品的配置效率来确定事权的归属 

区域原则 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区域性来划分政府间事权 

技术原则 根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大小、技术难易程度来划分政府间事权 

 

政府间财

政收入的

划分原则 

税种属性是决定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的主要标准 

集权原则 将收入份额较大的主体税种划归中央政府 

效率原则 
将一些流动性较强的收入，作为中央政府收入 

将一些流动性不强的收入，划归地方政府 

恰当原则 将一些调控功能较强的税种和体现国家主权的收入作为中央政府收入 

受益负担对等原

则 
收益与负担能够直接对应的收入（如使用费），一般作为地方政府收入 

 

分税

制 

中央财

政收入 

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出口退税，船舶吨税 

消费税，证券交易印花税，车辆购置税 

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等集中缴纳的收入（包括利润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未

纳入共享范围的中央企业所得税，中央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地方财

政收入 

地方企业上缴利润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

集中缴纳的部分）、耕地占用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房产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契税、车船税、烟叶税 

 

分税制 
中央与地方财

政共享收入 

增值税：中央 50%；地方 50% 

资源税：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余资源税归地方 

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央 60%，地方 40% 

 

考点： 《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规定 



我国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具体包括：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强化对预算编制的宏观指导和审查监督。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 

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 

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适当加强中央在知识产权保护、养老保险、跨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规范转移支付项目。 

完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建立健全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考点：财政政策 

现象 政策 
预算政

策 

税收政

策 

公 债 政

策 

公共支出

政策 

政府投资

政策 

财 政 补

贴政策 

总供给大于

总需求 

经济萧

条 
扩张性 

赤字政

策 
减税  增支 增加 增加 

总供给小于

总需求 

经济过

热 
紧缩性 

盈余政

策 
增税 

挤 出 效

应 
减支 减少 减少 

 

财

政

政

策

分

类 

根据财政

政策调节

经济周期

的作用划

分 

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 

（1）累进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自动稳定作用 

（2）政府福利支出的自动稳定作用 

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1）汲水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进行公共投资，以增加社会有效需求，使经济恢复活

力的政策。财政投资规模具有有限性，是一种短期财政政策 

（2）补偿政策：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上调节经济变动的财政政策，

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 

 

财政政

策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

经济总量和结构中的不同

功能划分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社会总需求不足情况下，经济萧条，政府通常

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减税、增加财政支出 

紧缩性财政政策：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情况下，经济繁

荣，政府通常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增税、减少财政支出 

中性财政政策（均衡性财政政策）—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经济稳

定增长时期采用 

 

财政政策乘数 

类型 概念 计算公式 

税收乘数 
国民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税

收变动的比率 
KT=

国民收入变动率∆Y

税收变动率∆T
=
−b

1−b
 



政府购买

支出乘数 

国民收入变动与引起这种变动的政

府购买支出变动的比率 
KG=

国民收入变动率∆Y

政府购买支出变动率∆G
=

1

1−b
 

平衡预算

乘数 

政府收支同时以相等数量增加或减

少时，对国民收入变动的影响程度 

平衡预算乘数 Kb=1 

即使政府实行平衡预算政策，仍具有扩张效应，其效应

等于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