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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 税制要素

1.税收制度的基本要素——纳税人、征税对象和税率。

(1)纳税人(纳税主体)

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

注意负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的概念。

【习题演练】

【单选题】（2018）扣缴义务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 ）。

A.代扣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

B.代扣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C.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

D.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税制要素。扣缴义务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

和个人。

(2)课税对象

称作“征税课体”，即税法规定的征税目的物，它是一个税种区别于另外一个税种的主要标志。

税源：税收的经济来源或最终出处。

税目：税法规定的课税对象的具体项目，反映具体征税范围，代表征税的广度。

计税依据：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

(3)税率

税法规定的应征税额与征税对象数额(量)之间的比例，是计算应征税额的标准，是税收制度的中心环节，体

现征税的深度。

反映税收政策和经济政策。

直接关系财政收入和纳税人的负担。

税率的基本形式

比例税率 对同一征税对象，不论数量大小，都按同一比例征税。单一比例税率和差别比例税率。

定额税率
按征税对象的一定计量单位规定固定税额。

四种形式：单一、差别、幅度、分类分级。

累进税率 包括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



差别定额税率

城镇土地使用税：

每平方米年税额

大城市 1.5 元—30 元；

中等城市 1.2 元—24 元元；

小城市 0.9 元—18 元；

县城、建制镇、工矿区 0.6 元—12 元。

《车船税税目税额表》中船舶，适用税额为：

1．净吨位小于或者等于 200 吨的，每吨 3 元；

2．净吨位 201～2000 吨的，每吨 4 元；

3．净吨位 2001～10000 吨的，每吨 5 元；

4．净吨位 10001 吨及其以上的，每吨 6 元。

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全额累进税率：

对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都按与之相应的税率计算税额。

超额累进税率：

把课税对象按数额大小划分为若干个等级，每个等级由低到高规定相应的税率，每个等级分别按该等级的税

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

个人劳务报酬所得税预扣税率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元）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20000（含）以下 20 0

2 20000-50000（含） 30 2000

3 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 40 7000

2.税收制度的其他要素

纳税环节 国民收入与支出环流中，税法规定的纳税环节。

纳税期限 纳税人发生纳税义务后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期限。

减税免税 减税是指对应纳税额少征一部分税款，

免税是指随应纳税额全部免征。

违章处理 ——是税收强制性特征的体现。

纳税地点

纳税地点和纳税义务发生地是一致的。

有些情况不一致，与总公司不在同一地点的分公司的利润在总公司汇总纳税。

【习题演练】

【单选题】（2018）关于减税和免税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免税是指不征税

B.减税是指对应纳税额少征一部分税

C.免税是指对应纳税额全部免征

D.减税、免税一般都具有定期减免性质

【答案】A

【解析】减税和免税是指税法对某些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给予鼓励和照顾的一种特殊规定。所谓减税，是指对

应纳税额少征一部分税款；所谓免税，是指对应纳税额全部免征。除税法列举的免税项目外，一般减税、免

税都属于定期减免性质，税法规定有具体的减免条件和期限，到期就应当恢复征税。选项 A错误，为本题正



确答案。

【单选题】（2020）税制要素中的违章处理体现的税收特征是（ ）。

A.有效性

B.强制性

C.固定性

D.无偿性

【答案】B

【解析】违章处理，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违反税法的行为采取的处罚性措施。它是税收强制性特征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