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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教程新编》

前言

　　税法是会计专业和财务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同时也是注册会计师考试的主要课程之一，但税法
又经常在修改和变动之中，因此有必要编写新的税法教程。本书被浙江省教育厅列为第三批省高等教
育重点教材，甚为荣幸。同时参加编写的有来自不同岗位的人士，对本书的完整性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　　本书尽量采用了我国税法的最新法律规定条款，截止日期为2004年4月，因此与现行法律保持较
好的同步性。同时本书还有不少例题，有作者自己编排的，而较多的是出自注册会计师考试题目。每
题都有评析，对掌握有关知识有一定的帮助。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应飚（第二章和第十七章），于
而立（第三章），陶媛媛（第四章），李丽（第六章），朱孔阳（第六章），刘利群（第七章），姜
晓慧（第八章），谭莹（第九章），叶慧（第十章），方顺清（第十一章），施慧光（第十二章），
王虹（第十三章），其他章节由吴佩江编写。　　本书在撰写和搜集资料过程中还得到浙江大学管理
学院夜大专升本会计专业2001级陈如婷、沈卫英、任蕾、陆菁、李红梅同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财务
管理专业2000级金珍、李丹丹、赵星、郁欣芸等同学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虽
然经过认真编写和总结提高，力争做到完善和正确，但限于作者的水平和能力，错误和瑕疵一定还会
存在。谨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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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法教程新编，ISBN：9787030137531，作者：吴佩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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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税法概论　　第一节税法的概念　　税法是以宪法为依据、用于调整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
征收与缴纳税收方面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一定会有税收
，有税收必定要有税法，国家用固定的法律形式——税法来有效地实现税收。　　根据税收的定义，
我们可以总结出税收具有三个特性：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①强制性是指税收是以国家政治权力
为依托，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税法的规定，按时足额地纳税。②无偿性是税收这种
特殊分配手段本质的体现。无偿性是指国家征税以后，纳税人缴纳的货币或实物就转变为国家所有，
纳税人得不到任何报酬，不存在等价交换，也不再返还。③固定性一般是指在征税之前，国家采取法
律的形式，把每种税的征收对象、纳税人以及征收数额和比例都规定下来，以便由税务机关和纳税人
共同遵守。　　税法是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或其授权的行政机关规定的有关调整国家在筹集财政资金
方面形成的税收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而组成，这就是税法的渊源形式。我国税法的渊源形式和其他法
律制度一样，也有宪法、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法律解释和国际条约等形式，分别是：全国人大制定
的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制定的
税收行政法规，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省级人大制定的地方税收法规，如《浙江省个体工商户税收
征收管理条例》；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Taxation）和国家海关总署制定
的部颁规章，如《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规章，如《浙江省实施（契税暂
行条例）办法》。至于法律解释又可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立法解释是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对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的决定》；司法解释是我国行使司法权的机关所作的法律解释，如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所颁布的《关于办理伪造、倒卖、盗窃发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规定》；行
政解释是我国行使行政权的机关所作的法律解释，如国家税务总局所颁布的《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
规定》。另外，我国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也对我国有约束力，如《中国政府和孟加拉人民共
和国政府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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