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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税法学研究文库》是继《财税法系列教材》、《财税法论丛》和《当代中国依法治税丛书》之
后由我主持推出的另一个大型税法研究项目。
该项目的目的不仅在于展示当代中国税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更在于激励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学者脱
颖而出，在传播、推广税法知识的同时，加快税法研究职业团队的建设和形成。
　　税法学是一门年轻、开放、尚处于成长期的新学科。
谓其年轻，是因为它不像民法学和刑法学一样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谓其开放，是因为它与经济学、
管理学以及其他法学学科等存在多方面的交叉与融合；谓其成长。
是因为它的应用和发展空间无限广阔。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民主宪政、税收法治等先进理念的普及和深入，纳税人的权利意
识越发强烈，其对税收的课征比任何时期都更为敏感和关心。
税法学的存在价值，正在于科学地发现和把握征纳双方的利益平衡，在公平、正义理念的指导下，实
现国家税收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长期以来，我一直致力于税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主持了多项国
家级科研课题，对中国税法学的发展以及税收法制建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然而，不容否认，中国税法学的研究力量仍然十分薄弱，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税法和税法学
的应有地位与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
我深深地感到，要想改变这种状态，绝非某个人或单位力所能及。
当务之急，必须聚集和整合全国范围内的研究资源，挖掘和培养一批敢创新、有积累的年轻税法学者
，在建设相对稳定的职业研究团体的同时，形成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通过集体的力量组织专题攻关
。
惟其如此，中国税法学也才有可能展开平等的国际对话，而税法学研究的薪火也才能代代相传，生生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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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纳税人权利之保护》以纳税是对“国民”基本权的限制，应以肯认税捐基本权为前提，并有效
实现纳税者之权利保护相关议题，作案例式之实证研究 。
全书共分8章。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纳税人权利之保护>>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纳税者权利之维护者壹　税捐之渊源及重要性贰　纳税者宪法与税捐公平叁　纳税者权利保
护之实践一、“纳税”公平之实践二、税捐行政与税捐公平三、税捐复查限制违背税捐正义四、税捐
处罚与过度禁止肆　结论第二章　解释函令对纳税者之影响壹　前言贰　声请解释之背景与目的一、
事实经过二、声请理由与目的叁　释字第287号解释一、阐明释示之意义及法律性质二、阐明释示之生
效日期三、释示前后见解不一致之解决方式四、宣告(1986)台财税字第7530447号函说明四与“宪法”
无抵触五、适用违法之释示，属第28条之退税事由肆　评析一、声请书二、“财政部”解释函令三、
行政法院判决四、本号解释伍　结论第三章　实质课税原则对纳税者之影响壹　前言贰　声请“释宪
”之背景与目的一、事实经过二、声请“释宪”之目的与理由叁　释字第420号解释之意旨一、二、公
司营业之事实三、税法之解释原则四、实质课税与税捐公平肆　本案评析一、联席会议决议作为“释
宪”标的二、法律适用之争议三、税法之解释四、经济观察法五、税捐规避六、法规命令与依法行政.
信赖保护原则伍　结论第四章　纳税者之信赖保护壹　事实与两造之争执贰　行政法院判决理由叁　
评论一、案例背景与税捐救济机关态度之省思二、本案之争议问题三、税捐优惠之“宪法”依据及信
赖基础四、信赖保护、税捐规划与纳税者权利保障五、解释函令之“宪法”地位.性质之界定其效力之
争执六、本案后大法官关于“信赖保护”解释之发展肆　结论第五章　税捐之扣缴与赔缴壹　序言贰
　扣缴义务人之处罚一、法律规定及处罚列表二、扣缴义务人之认定叁　决定“免税”之责任归属一
、“免税”决定与责任归属原则二、中山科学研究院案之“免税”决定过程三、处罚对象之疑义肆“
财政部”台财税第32574号函对本案适用之检讨一、解释函令对人民权益之影响二、“财政部”台财税
第32574号函直接适用本案之限制伍　结论第六章　税捐之补征与罚锾壹　问题提出贰　地价税之补征
一、税捐优惠之限制二、地价税之课征叁　罚锾之裁处一、处罚之依据二、处罚对象之争执肆　结论
第七章　税捐之征收与清查案例一　征收期间之起算壹　案例之争执焦点一、案例二、争执焦点贰　
实务见解一、展延限缴之起算二、维护纳税义务人之权益叁　检讨一、税捐法定主义之要求二、法定
缴纳期间肆　结论案例二　税捐之清查与优惠之变动壹　案例贰　特别税率之法律依据及限制叁　申
报与清查肆　税捐优惠与解释函令一、依法适用特别税率系减税权利二、解释函令之限制伍　结论第
八章　税捐之逃漏壹　问题意识贰　判决分析一、构成要件二、量刑之标准--逃税金额之多寡三、检
讨叁　《税捐稽征法》第41条之立法一、立法过程二、立法理由肆　《税捐稽征法》第41条立法与判
决之比较一、保护法益二、主观构成要件伍　逃漏税捐之秩序罚与刑罚一、行为罚与漏税罚之并罚二
、漏税罚与逃漏税捐罪之并罚陆　结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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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贰　声请“释宪”之背景与目的　　一、事实经过　　声请人系以经营一般进出口贸易及经销代
理国内外厂商产品投标报价业务为主要业务，于1988年有一笔证券交易之买卖行为，声请人自认并非
证券自营商，亦非类似证券自营商之以投资股票买卖为专业，故依行为时之《奖励投资条例》第27条
及该条例施行细则第32条之规定，于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时，申报该笔所得为免税之证券交易所
得，但经“国税局”引用行政法院1980年判字第539号判决，认为实际上其有经营有价证券买卖业务，
而将该证券交易所得并课营利事业所得税，声请人不服提起行政救济遭败诉确定后，再依《税捐稽征
法》第28条向“国税局”申请退还其已缴之1988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及加计利息，仍未获准许，所提
行政诉讼，亦被行政法院引据1992年10月14日庭长评事联席会议之决议而驳回确定。
　　二、声请“释宪”之目的与理由　　（一）声请“释宪”之目的　　由于声请人先后提起之行政
诉讼（行政法院1992年度判字第2736号判决、1994年判字第2708号判决），均遭行政法院适用行政法
院1992年10月14日庭长评事联席会议决议①而判决败诉确定，其认为该决议抵触《奖励投资条例》
第27条及同条例施行细则第32条之规定，并违反“宪法”第19条租税法律主义及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
，故声请大法官宣告该决议无效而不予适用。
　　（二）声请理由　　声请人胪列了四项理由叙明其见解，整理如下：　　1. 行政法院决议违反行
为时《奖例投资条例》第27条及其施行细则第32条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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