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税收征收管理法 

 
本章考情分析 

非重点章，以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为主，可能会与实体法的内容结合出计算题或综合题，分值 3分左

右。 

第一节  概述 

一、税收征收管理法的适用范围 

1.我国税收的征收机关有税务和海关部门，税务机关征收各种工商税收，海关征收关税。《税收征收管理

法》只适用于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 

2.海关征收的关税及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 

3.目前还有一部分“费”由税务机关征收，如教育费附加。这些“费”不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不能采

取《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措施，其具体管理办法由各种“费”的条例和规章决定。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不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    ）。 

A.烟叶税                               

B.关税 

C.船舶吨税                            

D.教育费附加 

答案：BCD 

 

二、税收征收管理法的遵守主体 



1.税务行政主体：税务机关 

2.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有关单位 

3.其他单位和部门（比如各级政府） 

 

本节小结 

 
 

第二节  税务管理 

税务管理包括：税务登记管理、账簿凭证管理、纳税申报管理。 

一、设立税务登记 

适用范围 1.领取营业执照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 

包括各类企业、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场所、个体工商户、从事生产

经营的事业单位 

2.其他纳税人 

前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除国家机关、个人和无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的流动性农村小商贩外，

也应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 

【提示】按规定负有扣缴税款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国家机关除外），均应当按规定办理扣缴税

款登记 

登记时间 1.自领取营业执照或其他部门批准设立之日起 30 日内 

2.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临时登记 

3.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 

4.承包承租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5.境外企业在境内承包建筑、安装、装配、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自项目合同或协议签订之

日起 30 日内，向项目所在地税务办理 

二、变更税务登记 

适用范围 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的税务登记手续 

【提示】改变住所和经营地点涉及主管税务机关变动的，应在迁出地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在

迁入地办理开业税务登记 

登记时间 1.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变更登记之日起 30 日内，持有

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2.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其变更登记的内容与工商登记内容无关

的，应当自税务登记内容实际发生变化或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布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

变更税务登记 

三、注销税务登记 

注销时间 1.纳税人发生解散、破产、撤销以及其他情形，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办理注销登记前 

2.不需要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的：自有关机关批准或者宣告终止之日起 15 日内 

3.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 15 日内 

4.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提供劳务的：项目完工、离开中国前 15 日内 

四、停业、复业登记 

1.适用范围：定期定额征收的个体工商户。 



2.停业期间不得超过 1年。 

3.纳税人在停业期间发生纳税义务的，应按规定申报纳税。 

4.纳税人应当于恢复生产经营之前，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复业登记。 

5.纳税人停业期满不能及时恢复生产经营的，应当在停业期满前到税务机关办理延长停业登记。 

五、账簿、凭证管理 

1.设账期限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或者发生纳税义务之日起 15 日内设置账簿。扣缴义务人应当

自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扣缴义务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设置扣缴税款账簿。 

2.备案制度 

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必须将所采用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具体的财务、会计处理办法，自领取税务登记

证件之日起 15 日内，及时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3.保管期限 

涉税资料的保管期限，除另有规定外，应当保存 10年。 

4.发票管理 

（1）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其

包括纸质发票和电子发票。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国家积极推广使用电子发票。 

（2）《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国的发票管理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税

务机关依据职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发票管理工作。发票的种类、联次、内容、编码规则、数据标准、使用

范围等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对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举报。

税务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密，并酌情给予奖励。 

（3）需要领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设立登记证件或者税务登记证件，以及经办人身份证明，向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发票领用手续。领用纸质发票的，还应当提供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式样制作的发票专

用章的印模。主管税务机关根据领用单位和个人的经营范围、规模和风险等级，在 5个工作日内确认领用发

票的种类、数量以及领用方式。 

（4）除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

空白发票。禁止携带、邮寄或者运输空白发票出入境。 

（5）开具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存放和保管发票，不得擅自损毁。已经开具的发票存

根联和发票登记簿，应当保存 5年。保存期满，报经税务机关查验后销毁。 

七、纳税申报管理 

纳税申报对

象 

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 

【提示】纳税期内没有税款也应申报（零申报），减免税期间应申报 

申报期限 不同税种均有规定 

申报方式 直接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 

【提示】实行定期定额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以实行简易申报、简并征期等申报纳税方式 

延期申报 因有特殊情况，经县以上税务机关核准，可延期申报。应在规定的期限提出书面延期申

请，经核准，在核准的期限内办理。应当在纳税期内按照上期实际缴纳的税额或者税务机

关核定的税额预缴税款，并在核准的延期内办理纳税结算 

【提示】延期申报不同于延期纳税 

 

【例题·多选题】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下列属于纳税申报对象的有（    ）。 

A.代扣代缴义务人 

B.享受减税的纳税人 

C.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纳税人 

D.享受免税的纳税人 

答案：ABCD 

解析：纳税申报的对象为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取得临时应税收入或发生应税行为的纳税人，享

有减税、免税待遇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在纳税期内没有应纳税款的，也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纳税

申报。 



 

本节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