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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租税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之经济调控工具之一。
特别是所得税，对追求社会正义之市场经济体制，尤受重视；因其累进税率设计，且能斟酌纳税人个
人状况与家庭负担。
但法治国家强调“依法课税”原则，不仅所得税课征需有法律依据之形式意义；更因为法律为整体，
具有体系上一致性，所得税法所彰显之价值观，亦须与法律整体体系相符，此乃为实质意义之法治国
家要求。
如何阐发所得税法理，使其恢复更民主、更富人性，更具社会之负担正义理想，此为吾辈法律人之责
任。
    北京大学体认到税法对整体经济发展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成立财经法研究中心，并发行税法学研
究文库，自有世纪性意义。
本书得以列入其中，荣幸之余，特缀数语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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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六篇：“综合所得税与宪法”、“两税合一之宪法观点”、“解释函令与财税行政”、“租
金管制与所得调整”、“综合所得税属地主义之检讨与改制”、“大法官解释与公司合并亏损扣除”
。
　　本书旨在借由理论与实务观点，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经验，讨论宪法与所得税间的关系。
当今日所得税构成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之同时，所得税课征本身也对人民受宪法保障只基本权利，造
成重度的侵害，宪法不仅构建课税的宪法基础，也同时设下行政、立法与司法均应遵循的课税原则与
界限。
因此，本书就几则所得税法上重要之法律争议，从宪法的观点提出分析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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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就现实而言，若对无负担能力者课税，将导致抗税，并扰乱纳税秩序，增加稽征成本执行费用，自非
良策。
此谓之“主观生存保障净所得原则”。
保障生存必要费用，首先为本人及配偶基本免税额及扶养亲属免税额及扣除额，此外亦与课税单位有
关，以下分别讨论之。
    一、生存保障与营业保障    所得，用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而获取者。
因此所得首先用以确保所得关系人必要生活需求及其所负担扶养义务。
并借由个人职业活动及财产之使用收益，以满足其财务需求，国家从而协助之。
反之，国家借由所得税课征，侵及生活最低需求，致须从社会法再为社会给付，国家从一取一予之间
，已干扰了职业自由与财产权自由保障。
是以国家必须先承认确保生存所需之所得，并非国家所得参与分配者；只有超过生存所需者，国家始
能行使课税权。
社会救助法之最低生活需求，为国家所承认之生存条件，并赋予国家保护照顾义务，所得税之免税额
如低于此部分，不啻对最低生活需求予以课征所得税，公权力则不免侵犯人民之生存权，而造成违宪
问题。
    （一）个人生存保障优先性    生存保障所需之花费在逻辑上、体系上均优先于为保障营业之费用。
所得先用以保障生存，而后再为营业费用。
    个人生存保障优先性在所得税法中并未贯彻，按营业费用在所得税法中均得减除成本、必要费用；
但保障生存费用均有法定限额，无法全额减除。
人所以能营业，先要能生存，故生存所必需之费用先要减除，然后才论及营业费用。
纳税义务人营业所得首先为扶养其家人，尽家庭义务，而家庭义务应优先于纳税义务。
但所得税法不论个人、配偶、扶养亲属均仅在基本免税额范围内始准减除。
    （二）属人税与生存保障    在何种范围内，生存保障支出得以在所得总额中减除，一直是所得税法
争论问题。
此涉及租税债务人之生存保障，亦包括其对家庭之扶养。
生存保障之减除通常在量能课税原则中讨论。
按属人税者。
以所得或财产之归属人为中心，考量纳税人个别条件而课税者，称“属人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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