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税制要素与税制分类 

二、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 

  边际税率 平均税率 

定义 最后一个单位的税基所适应的税率 全部税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亦称平均负担率 

两者关系 1.比例税率制度下，边际税率与平均税率是相同 

2.超额累进税率制度下，平均税率低于边际税率 

三、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 

  名义税率 实际税率 

定义 税法规定的税率 税收的实际负担率 

两者关系 在存在大量的税前扣除的情况下，名义税率高于实际税率 

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名义税率虽然没有提高，但实际税率却提高了 

四、零税率和负税率 

  零税率 负税率 

定义 以零表示的税率，它是免税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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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比例税率的缺点是（  ）。 

A.计算复杂   

B.征收效率低 

C.有悖于量能纳税原则   

D.税负不公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税率的分类。比例税率的优点是计算简便，征收效率高，缺点是有悖于量能纳税原则。 

 

【真题•单选】关于税率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比例税率是对同一课税对象按一个百分比的税率课税   

B.边际税率是全部税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 

C.实际税率是税收的实际负担率 

D.零税率是以零表示的税率，它是免税的一种形式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税率的分类和含义。边际税率是指在超额累进情况下对计税基数各级次新增加部分所适用的

税率，或者说是最后一个单位的税基所适应的税率。平均税率是全部税额与收入之间的比率。 

 

【知识点二】税收分类★★★ 

一、按课税对象分类 

1.所得税：纳税人的所得（收益或收入）为征税对象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 

2.货物和劳务税：以商品流转额和非商品流转额为征税对象，如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 

3.财产税：以各类动产和不动产为征税对象的税种，如房产税、契税和车船税等。 

4.资源税：对从事资源开发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类税，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増值税等。 

5.行为目的税：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行为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如印花税等。 

二、按计税依据分类 

1.从价税：以课税对象的价格或价值为计税依据的税类，多采用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 

【提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多数税种都是从价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属于

从价税种。从价税的应纳税额随商品劳务价格、财产价值和所得额的变化而变化,负担比较合理。 

2.从量税：以课税对象的数量、重量、面积、容积、体积或件数为计税依据的税收，多采用定额税率。 

【提示】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属于从量税。从量税的应纳税额与价格没有关系，计算比较简便。 

三、按税收管理权限分类 



1.中央税：属于中央财政固定收入，比如消费税、关税。 

2.地方税：属于地方财政固定收入，房产税、车船税。 

3.中央地方共享税：属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享有，收入按一定比例分成的税种。通常把与中央和地方

关系都较大的税种作为共享税，比如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 

四、按税负能否转嫁分类 

1.直接税：纳税人自己承担税负，不发生转嫁关系的税，如所得税、财产税。 

2.间接税：纳税人可将税负转嫁给他人的税，如消费税、增值税。 

【提示】在直接税下，纳税人即负税人；但在间接税下，纳税人不一定是负税人。发达国家的税收体系一般

以直接税为主体，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体系一般以间接税为主体。 

五、按税收与价格的关系分类 

1.价内税：指税款构成商品或劳务价格组成部分的税收，如消费税和资源税等。 

2.价外税：税款作为商品或劳务价格以外附加的税收，如增值税。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下列税种中，属于间接税的是（  ）。 

A.个人所得税     

B.增值税   

C.企业所得税     

D.财产税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间接税的种类。间接税是指纳税人将税负转嫁给他人的税，如流转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知识点三】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共由 18个税种组成，按其性质和作用大致分为以下 5 类 ： 

1.货物和劳务税类，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主要在生产、流通或者服务业中发挥调节作用。 

2.所得税类，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在国民收入形成后，对生产经营者的利润和个人的纯收

入发挥调节作用。 

3.财产税类，包括房产税、契税和车船税，主要对某些财产和行为发挥调节作用。 

4.资源税类，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主要对因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差异

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发挥调节作用。 

5.行为目的税类，包括环境保护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和船舶吨税，主要是为

了达到特定目的，对特定对象和特定行为发挥调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