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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实务》

内容概要

《税收实务》根据高职高专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根本任务，按照案例导入、理实一体的思路建构知
识体系。全书分为9章，按知识目标，技能目标，重点、难点，案例导人，知识讲解，思考与练习的
思路顺序进行，对现行14个税种进行了阐述，同时介绍了纳税筹划。知识讲解以最新的税收法律为基
础，重点阐述税额计算和纳税申报表的填报，案例分析贯穿始终；每章后附大量的实训题；对与教材
中知识点相关的政策法规，以知识链接的形式进行阐述。
《税收实务》知识体系完整、新颖，结构清晰，目标明确，重点、难点突出，注重学习方法的引导性
和知识的拓展性，实用性强。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税务、会计、财务管理、投资与理财等经济管理类
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税务、会计工作者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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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流转税类。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主要在生产、流通或者服务业中发
挥调节作用。（2）资源税类。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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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所得税类。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主要在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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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定目的税类。包括城市维护建
设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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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产和行为税类。包括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主要是对某些财产和行
为发挥调节作用。（6）关税。主要对进出境的货物、物品征收。通过征收进口关税，调节进口商品
的销售价格，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通过征收出口关税，影响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从而调节生
产要素的流向、生产结构的变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2.程序法程序法是对税收征收管理适用的法律制
度，是按照税收管理机关的不同而分别规定的。（1）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税种的征收管理，按照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实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执行。（2）由海关机关负责征收的税种的征收管理
，按照《海关法》及《进出口关税条例》等有关规定执行。上述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法律制度构成
了我国现行税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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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收实务》：21世纪高职高专规划教材·财政金融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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