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所得税征税客体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所得税征税客体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1804044

10位ISBN编号：7511804047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徐蓉

页数：2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所得税征税客体研究>>

前言

　　税收是国家存在的经济基础，它直接关系到国家和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进入近现代社会后，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税收法治化进程。
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中确立税收法定原则的雏形以来，税收法治化与西方宪政一同进步和发展，
税法逐步成为各国法律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法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税法体系。
税法既为国家财政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为纳税人的权利设立了保障。
　　所得税法是我国税法体系重要的构成部分。
我国十分注重所得税立法，制定了《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
虽然我国所得税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诸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所得税法功能的发挥仍十分有限，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以促进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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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税要素是国家征税必不可少的要素，是税收法律关系的技术性表达，征税客体在课税要素中居于十
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各税种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
征税客体之不同往往决定不同的税种，在所得税法律制度中征税客体被特定化表达为“所得”。
“所得”是所得税名称之由来，是税法上的固有概念，同时也是连接所得税法与私法的桥梁。
征税客体直接将纳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客体的确定即明确了国家征税权的界限，因此对
征税客体的研究涉及宪法、税法和私法。
我国最初主要采用制度引入的方式制定所得税法，对征税客体理论缺乏本土化研究，相应法律制度也
未与时俱进，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所得税具体制度背离理论，在制度层面上表现为立法简陋，法律规制
之间相互矛盾，尤其是自行申报制度与现有立法模式格格不入、计算方法相互矛盾、纳税人税负分配
不公，因此，在现实中纳税人逃避纳税义务的现象十分普遍。
针对这种现状，除了强化纳税人纳税意识外，更需要在理论研究和制度完善上进行反思。
    本书运用历史分析、比较研究、实证分析和跨学科研究等方法对所得税征税客体的理论和制度进行
了专题研究，其目的在于对我国征税客体制度的重构奠定基础和寻找方向。
本书除导论外，共包括五章内容。
    第一章为“所得税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所得税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所得税法律制度建构需要研究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本书从历史的角度、
法哲学的角度对此予以了新的阐释，从税收利益交换说、权利的成本以及财产权的社会责任的角度论
证了所得税的正当性；在论证正当性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合法性问题。
所得税的合法性问题应当是个宪法层面的问题，其他诸多国家的所得税的问世就是一个所得税人宪的
过程，正是所得税的入宪使得该税种具有了合法性。
在宪法未作明确规定之前，所得税的合法性令人质疑。
所得税虽然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宪法中并未确‘立税收法定主义，所得税
在宪法层面与其他税种一样完全处于空白。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当在宪法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并且将所得税的立法权予以明确。
而正当和合法的所得税隐喻着利益平衡的内在逻辑，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税收问题上只强调国家利益
，因此，使得纳税人和国家在所得税这架利益分配的天平上不平衡，因而在我国实现双方利益平衡的
路径选择就在于要加强对所得税纳税人权益的保护，而权益保护将通过制度设计才能得以实现。
    第二章为“征税客体的核心问题——所得的定义与结构”。
所得税作为一种直接税能获得“良税”的美誉，其美誉主要来源于人们对所得税征税客体的积极评价
。
对所得的概念界定、结构比较以及法定构成要素的探讨是研究征税客体的逻辑起点。
而其中概念界定反映了历史的积淀，由于概念本身与各国的经济和法律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到目前
为止世界上对所得的概念并未形成共识，本书在对各种有关学说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大多数国
家的法律制度进行了评判。
概念界定本身与所得的结构问题密切相关，所得的结构包括分类、综合和混合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
各有利弊，但是世界潮流和发展趋势是放弃分类模式而采用综合模式。
所得的法定构成要素涉及所得的理论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技术表达，而技术表达的方式与所得的结构
又相关，在分类模式下，所得其实就是分项所得；但是在综合模式和混合模式下，所得不仅有分项所
得，还有总所得、净所得，计税依据实为净所得，又称为应税所得，从分项所得到应税所得，涉及两
次费用扣除。
只有综合所得税模式或者混合所得税模式所采用的费用扣除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对所得税纳税人权益的
保护，体现对纳税人的人文关怀。
    第三章为“征税客体的内容探究——所得的私法基础与税法修正”。
所得税的征税客体表现为所得，所得是税法上的固有概念，是彰显税法之独立性的关键概念，但从内
容上分析，所得实际是一个把私法中普遍使用的“收入”、“费用”等概念进行综合的合成概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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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从内容而言来源于私法。
“所得”虽来自私法中的“收入”、“报酬”、“费用”、“成本”，但是又不是私法中这些要素的
简单合成，从而决定了税法与私法的关系：既有独立性也有牵连性。
因而所得税法中的应税所得既要体现对私法的尊重也要体现税法的价值，应税所得在所得税法中的制
度安排是利益平衡的一项重要指标。
     第四章为“征税客体理论在我国制度建构中的困境”。
如果按照所得税征税客体理论来检视我国的征税客体制度，会得出我国现实背离理论的结论。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一方面在于法律制度中应税所得的计算方法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在于通过税收
负担率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的所得税在实践中并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
现实背离理论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利益与纳税人利益博弈中前者优于后者；在税收效率与纳税人权益
保护的博弈中后者处于弱势；在税法的独立性和与私法的牵连性中，过于强调独立性而忽视了对私法
的尊重。
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国的应税所得基本偏离了纳税人的私法所得，从而使得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度下
降，税收逃避现象严重。
     第五章为“我国所得税征税客体制度的重构”。
解决所得税理论与我国所得税法律制度之间的背离，对我国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完善十分必要。
重构征税客体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重视税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之二在于以加强纳税人权益保护为路
径实现国家利益与纳税人利益的平衡，之三在于对纳税人意思自治的协调。
就制度重构而言最重要的在于放弃分类立法模式而改为采用混合所得税立法模式，进而对税目和税前
费用扣除制度进行改造。
税目的改造首先需要对当前的税目进行整合，其次需要拓展新的税目；而税前费用扣除制度的完善与
立法模式密切相关，如果采用混合立法模式，则需要设计两次费用扣除制度。
倘若我国的所得税法能够从以上这些方面进行完善，目前存在的所得税法律制度不同层次法律法规之
间的冲突将迎刃而解，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得税法也才会真正接轨。
     综上所述，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1．税种划分往往以征税客体为界限，本书选择所得税的征税
客体作为研究的范围。
而征税客体如何确定，既关系到纳税人利益，也关涉到国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涉嫌对纳税人权
益的侵犯。
但是一直以来，西方国家对所得税予以了积极的评价，其赞誉的获得在于法律制度中较好协调了纳税
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其征收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
然而长期以来国人似乎认为国家对所得征税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理所当然的，税法完全成为了国家征
税之法。
本书对征税客体的理论和制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如何确保纳税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
校正失衡的利益关系的路径在于加强纳税人权益保护。
然而就如何实现纳税人权益的保护，首先需要从源头上探讨对所得征税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本书在国
内率先对该问题从财产权和国家征税权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予以了分析和论证。
     2．理论研究为了解决现实制度存在之不足，我国当前所得税征税客体制度存在刚性有余、过分强
调税收效率和国家利益的倾向。
就整体税收制度而言，税收效率优先兼顾税收公平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对于所得税征税客体制度而
言，如果继续强调效率就会存在严重的问题；而在所得税领域如何校正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的失衡
；如何协调税法的强制性和纳税人的自由等这些问题，学者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这种情形与构建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的中国背景不相适应。
基于此，本书深入探讨了重构我国征税客体制度的理论基础：强调税收公平兼顾税收效率、以加强纳
税人权益保护为路径实现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的平衡、协调税法的强制性和纳税人的意思自治之间
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国所得税征税客体才可能实现制度上质的突破，让所得税成为真正的“良税”。
本书为制度完善寻求适合我国国情的基础理论的思路为税法研究进入更深层次作了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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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征税客体是所得税法的核心内容，但其根本上源自私法，而能否对纳税人在先财产征税则是宪
法问题。
由此可见，所得不仅是税法的核心内容，其实际承接私法，又上至宪法，在实证法律体系中，宪法、
税法和私法完成对所得的同构。
因此，本书对所得的研究并不局限在税法，还从宪法和私法的角度展开。
而所得也不仅是法学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所得的计算同样是征税客体制度的构成，因此，本书对应
税所得的计算、纳税人税收负担等问题采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用客观数据和公式、图表等予以说明
。
本书采用多角度跨学科的视角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所得税征税客体进行了深入研究。
     虽然本书对所得税征税客体的研究有一些创新之处，但是客观而言，囿于知识的局限和掌握资料的
有限性，本书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对于所得税的正当性的研究，本书的探讨仍然仅仅是一
个初步的回答，而且这种回答似乎显得普适性有余而针对性不足。
除此而外，本书虽然是对征税客体的专题研究，但是对于减免税的问题并未涉及，还有许多问题有待
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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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客体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兼顾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二、平衡国家利益与纳
税人利益——以加强纳税人权益保护为路径  三、优化所得税征税客体制度——协调税法的强制性与
纳税人自由  第二节  征税客体制度的重构  一、放弃分类所得税模式采用混合所得税模式  二、税目的
整合与拓展  (一)税目的整合与分  (二)税目的拓展  三、税前费用扣除制度的设计  (一)建立多元化的税
前费用扣除制度  (二)统一扣除的弹性化与量能课税原则的吸收  (三)列举扣除中限制条件的设计与反避
税  (四)生计扣除制度的建立  第三节  本章小结  主要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类  二、国外译著  三、中
文论文类  四、外文著作和论文后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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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所得税理论研究方面，德国和日本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德国法学家创设了税收债务关系的学说，最早提出税收债务概念的是德国著名法学家Hans-Peter Bull
，Hans教授在其行政法教科书中对行政契约提出了许多行政案例，其中就包括税务机关与当事人之间
就有关纳税事实的共同理解，并据此形成的税收契约，因此，征纳双方对课税事实所达成的共识，在
德国学说上系行政契约的一种。
债务关系说以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法的制定为契机，根据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Albert Hensel
）的主张所形成的学说，把税收法律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
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
　　《德国租税通则》的制定对于德国税法包括所得税法的制定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
也对其他后进国家，包括我国的税法和所得税法的制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在其《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中则
认为：由法技术的观点看税收实定法时，把税收法律关系界定为单一的权力关系性质或债务关系性质
是不妥的，但其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为债务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
金子宏教授不仅认为税收关系是一种债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认为它是一种公法之债而非一般之债。
另外金子宏教授的另一部书《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中就所得税偏
重于从制度层面进行研究，在该书中作者对所得税予以了积极的评价：所得税是符合公平负担的最理
想的税种，即所得税是最理想的衡量个人综合性担税力（承担税的能力）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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