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税法基本原理

第三节 税收实体法与税收程序法

一、税收实体法

概念 规定税收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总称，是税法的核心部分，没有税收实体

法，税法体系就不能成立。

特点 1.税种与税收实体法的一一对应性，一税一法。

2.税收要素的固定性

税收实体法

要素

1.纳税义务人 2.课税对象 3.税率 4.减税、免税 5.税收附加与加成

6.纳税环节 7.纳税期限

（一）纳税义务人

1.含义：税法中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2.与纳税人有关的概念：

（1）负税人：实际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说明：

纳税人与负税人有时一致，比如直接税，有时不一致，比如间接税。

（2）代扣代缴义务人

有义务从持有的纳税人收入中扣除其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企业、单位或个人。

比如：《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个人为扣缴义务人。

（3）代收代缴义务人

有义务借助与纳税人的经济交往而向纳税人收取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单位。

比如：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除受托方为个人外，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收代缴税款。

（4）代征代缴义务人

受税务机关委托而代征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比如：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由海关代征。

（5）纳税单位：是纳税人的有效集合。

【例-单选题】关于纳税人和负税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流转税的纳税人和负税人通常是一致的

B.所得税的纳税人和负税人通常是不一致的

C.扣缴义务人是纳税人，不是负税人

D.造成纳税人与负税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税负转嫁

答案：D

解析：选项 A，流转税的纳税人与负税人是不一致的。选项 B，所得税的纳税人和负税人通常是一致的。选项 C，

扣缴义务人不是纳税人。

（二）课税对象

1.含义：课税对象又称征税对象，是税法中规定的征税的目的物，是国家据以征税的依据。通过规定课税对象，

解决对什么征税这一问题。

2.作用：

（1）课税对象是一种税区别于另一种税的最主要标志。

（2）课税对象体现着各种税的征税范围。

（3）其他要素的内容一般都是以课税对象为基础确定的。

3.与课税对象相关的概念

（1）计税依据：又称为税基，税法规定的据以计算各种应征税款的依据或标准。



税种 征税对象 计税依据 两者的关系

所得税 所得额 所得额 一致

车船税 车辆、船舶 辆、艇身长度、整备

质量每吨等

不一致

【说明】课税对象是从质的方面对征税所作的规定，而计税依据则是从量的方面对征税所作

的规定，是课税对象量的表现。

（2）税源：税款的最终来源，税收负担的归宿，表明纳税人负担能力。

课税对象与税源关系 课税对象来源 举例

一致 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各种收入 所得税

不一致 其他方面 房产税

（3）税目

①定义：税目是课税对象的具体化，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代表征税的广度。

②作用

A:明确征税范围

凡列入税目的都征税，未列入的不征税，如消费税

B:解决课税对象的归类问题，并根据归类确定税率

如消费税税目税率表

（三）税率

税率是应纳税额与计税依据之间的比例，是计算税额的尺度，代表课税的深度，关系着国家的收入多少和纳税

人的负担程度。

税率的形式：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定额税率、其他形式。

1.比例税率

（1）含义：比例税率是指同一征税对象或同一税目，不论数额大小只规定一个比例，都按同一比例征税。税额

与课税对象呈正比例关系。

（2）表现形式：

产品比例税率：即一种（或一类）产品采用一个税率，比如高档化妆品消费税税率为 15%

行业比例税率：即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税率，如金融行业增值税税率为 6%，建筑行业增值税税率为 9%。

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即对同一课税对象，按照不同地区的生产水平和收益水平，采用不同的税率，例如城市维

护建设税，应当依照纳税人所在的地区的适用税率。税率一般是，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的，税率为 7%。纳税人

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 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 1%。

有幅度的比例税率：即对同一课税对象，税法只规定最低税率和最高税率，例如契税 3%～5%。

2.累进税率

（1）含义：同一课税对象，随数量的增大，征收比例也随之增高的税率，表现为将课税对象按数额大小分为若

干等级，不同等级适用由低到高的不同税率，包括最低税率、最高税率和若干等级的中间税率。

（2）表现形式：

超额累进税率：如个人所得税中经营所得、综合所得。

超率累进税率：如土地增值税。

全额累进税率：我国目前还没有采用。

超倍累进税率：我国目前还没有采用。



个税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3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土地增值税税率表

级数 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 税率（%） 速算扣除系数（%）

1 不超过 50%的部分 30 0

2 超过 50%～100%的部分 40 5

3 超过 100%～200 的部分 50 15

4 超过 200%的部分 60 35

3.定额税率

（1）含义：定额税率又称固定税额，是根据课税对象的一定计量单位（如数量、重量、面积、体积等），直接

规定固定的征税数额。

（2）表现形式：

地区差别定额税率：如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大、中、小城市和县城、建制镇、工矿区分别规定每平方米土地使

用税年应纳税额：大城市 1.5 元至 30 元；中等城市 1.2 元至 24 元；小城市 0.9 元至 18 元；县城、建制镇、工

矿区 0.6 元至 12 元。

分类分项定额税率：如车船税：游艇，按照艇身长度每米，年基础税额为 600 元至 2000 元。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税率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有（ ）。

A.环境保护税采用定额税率 B.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C.车辆购置税采用幅度比例税率 D.土地增值税采用超率累进税率

答案：C

解析：选项 C：车辆购置税采用统一的比例税率，为 10%。

4.税率的其他形式

（1）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

名义税率：税法规定的税率。

实际税率：一定时期内实际缴纳税额占其课税对象实际数额的比例。

由于某些税种中计税依据与征税对象不一致、减免税政策的享受等因素的实际存在，实际税率常常低于名义税

率。

（2）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

边际税率：指在增加一些收入时,增加的这部分收入所纳税额同增加收入之间的比例。

平均税率：指全部税额与全部收入之比。

两者关系：

在比例税率条件下，边际税率等于平均税率。

在累进税率条件下，边际税率往往要大于平均税率。

（3）零税率与负税率

零税率是以零表示的税率，表明课税对象的持有人负有纳税义务，但无须缴纳税款。



【举例】在商品税中，对出口商品规定税率为零，即退还出口商品的产、制和流转环节已缴纳的商品税，使商

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以增强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负税率，是指政府利用税收形式对所得额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家庭或个人予以补贴的比例。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边际税率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在累进税率的前提下，边际税率等于平均税率 B.边际税率的提高不会带动平均税率的上升

C.边际税率是指全部税额与全部收入之比 D.边际税率上升幅度越大，平均税率提高就越多

答案：D

解析：选项 A：在累进税率条件下，边际税率往往大于平均税率；选项 B：边际税率的提高会带动平均税率的上

升；选项 C：边际税率是指再增加一些收入时，增加的这部分收入所纳税额同增加收入之间的比例，平均税率

是指全部税额与全部收入之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