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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税收基本制度 

考点 1 税收的含义 ★ 

考点 2 税收的基本特征 ★★ 

考点 3 税制要素 ★★★ 

考点 4 税收分类 ★★★★ 

考点 5 货物和劳务税类 ★★★★★ 

考点 6 所得税 ★★★★★ 

考点 7 财产税 ★★★★ 

考点 8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 

 

考点 1 税收基本含义 

含义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依法参与单位和个人的财富分配，强制、无偿地

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内涵 

①征收主体是国家，征收客体是单位和个人。 

②征收目的是为满足国家实现其职能需要，或说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③征收的依据是法律，凭借的是政治权力，而不是财产权力。  

④征税过程是物质财富从私人部门单向地、无偿地转移给国家的过程。 

⑤从税收征收的直接结果看，国家通过税收方式取得财政收入。 

 

考点 2 税收基本特征 

特征 

1、强制性：政治权力。 

2、无偿性：但无偿性又是相对的。 

3、固定性：税收的确定性和征税标准具有相对稳定性。 

 

【单选题】从财政活动的整体看，税收是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成本的补偿，这表明税收也具有（   ）。 

A.计划性   

B.固定性 

C.强制性 

D.有偿性 

 

【答案】D 

【解析】从财政活动的整体看，税收是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成本的补偿，这表明税收也具有有偿性。 

 

（三）税收的职能 

税收的职能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税收这种分配关系本身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内在固有的基本功能，它是税

收本质的具体表现。 

税收作为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其分配结果形成国家财政收入，其分配过程对经济具有调控和监督作用，由

此形成税收的三项职能：财政职能、经济职能和监督职能。 



1.财政职能。财政职能也称收入职能，是指税收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

的功能。税收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筹集财政收入的职能，并且是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职能。 

     

2.经济职能。经济职能也称调节职能，是指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通过税收分配，对资源配置、

国民经济的地区分配格局、产业结构、社会财富分配和居民消费结构等进行调节的功能。由于这种影响主要

通过财富的所有权转移，即以一种经济的手段来进行，故将此税收职能称为经济职能。国家有目的地利用税

收政策，通过对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的调节，使它们的微观经济行为尽可能符合国家预期的社

会经济发展方向，这样有助于社会经济的顺利发展，从而使税收成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标杆。 

 

3.监督职能。监督职能是指国家通过税收的征收管理可以整理出有关的经济动态，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信息，

对纳税人生产经营活动起到制约、督促和管理作用的功能。税收的监督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税收分配活动

遍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税收的变动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波动状况，可通过这些信息的反馈监

督经济的运行，实施宏观调控；二是可以通过税收征管过程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促使其正确

履行纳税义务，遵守国家的经济政策。税收的监督职能既涉及宏观层面，也涉及微观层面，对整个国民经济

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所有制的各类经济活动都能产生作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 

 

考点 3 税制要素 

一、纳税人 

纳税人 
指税法规定享有法定权利、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

人。 

负税人 指最终负担税款的单位和个人 

税负可以转嫁，二者是不同的（增值税，消费税）。 

税负不能转嫁，二者是合一的（所得税，财产税）。 

 

二、课税对象 
也称为征收对象，是指税法规定的课税的目的物，是课税的依据或根据。它是

区别税种的主要标志。 

 

三、税率 

税率是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1、按税率的表现形

式，分为 

从量税 用绝对量表示的税率，也称定额税率或固定税率。 

从价税 
用百分比规定的税率。 

税率最通常的方式。 

 

三、税率 

税率是税收政策的中心环节。 

1、按税率与课税对象的变动关系，可以分为： 

①比例税率 对同一课税对象按一个百分比的税率课税 

②累进税率 按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也就是按照课税对象数额大小将征税

对象分为若干个级次，并规定相应的由低到高的税率。 

分为全额累进税率、超额累进税率。 



③累退税率 当课税对象数额增加、税率反而逐级递减的税率，即课税对象数额越大税率越低。

实践中并无真正的累退税率。 

 

比例税率 

概念 对同一课税对象按一个百分比的税率课税 

类别 
统一比例税率、产品差别比例税率、行业差别比例税率、地区差别比例税率、幅度比例

税率。 

适用范围 一般适用于对商品劳务的课税 

优点 计算简便，征收效率高。 

缺点 有悖于量能纳税原则 

 

累进税率 

概念 
按课税对象数额的大小规定不同等级的税率，也就是按照课税对象数额大小将征税对象分为若

干个级次，并规定相应的由低到高的税率。 

地位 采用累进税率，纳税额和纳税人负担能力相适应，被认为是最具有负担公平的税率形式。 

适 用

范围 
一般适用于对所得和财产的课税 

优点 税负公平，具有自动调节功能。 

类别 
全额累进税率 

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复杂，累进程度低，税负较低，体现公平原则，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单选题】下列税率中，能够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相适应、具有自动调节功能、可以体现税负公平的是（ ） 

A.固定税率 

B.累进税率 

C.比例税率 

D.平均税率 

 

【答案】B 

【解析】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复杂，累进程度低，税负较低，体现公平原则，世界各国普遍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