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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步入第三个春秋。
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法院判决和财税规范性文件成为作者评述的重点，律师的代理词、辩护词作为
附录，更为读者提供了难得一见的原始素材。
第三卷承继了前两卷独有的定位和清爽的风格。
同时，为让读者真切体验税法之实务运作，本卷独立引入税法律师辩护词和税务法官判决，不再作任
何“指引性评论”，给读者留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解释与评注”空间。

本卷共收录三篇关于纳税评估的笔谈、十一篇理实一体化的税法论文、两份印度沃达丰境外间接转让
股权案的判决书（主判决书和附议判决书，简称印度Vodafone判决）和一份律师的辩护词。
其中既有针对国内、国际财税规范性文件的深度评判和比较研讨，也有针对法院判决的不同声音，有
助于读者形成独立的判断，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对实务运作也有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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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伟，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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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专家笔谈：纳税评估在税收征管法中该如何定位？

 一、中国纳税评定制度的法律构建施正文
 二、纳税评估的现状与未来袁森庚
 三、是否高估了纳税评估的法律效力？
熊伟
香港所得税制沿革与实践：成功背后的隐忧许炎
虚假纳税申报构成偷税的要件分析
 —兼评厦门市志逸四海进出口有限公司诉厦门市
   思明区国家税务局案朱炎生
 附件：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一份税务稽查法律意见书的解读
 —兼论上海市“营改TV I，试点与纳税人
   权利保护王桦宇
税收协定中“受益所有人”概念的历史沿革及最新进展
 —兼评国税函［[2009]601号文邱冬梅
 2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第三卷）
从赠与视角看构建部颁税法规则审议机制
 —以财税［2001]28号、财税〔2011]82号等为例滕祥志
从一起走私普通物品案看行邮物品进口税制度之完善徐珊珊
个人物品进口税的立法检讨：以《43号公告》与《54号公告》为对象王凤丽
零售业通道费的税法处理：以国税发〔2004]136号文
 为分析基点周晓光
孙岳裕案折射的寿险给付金之涉税处理与评判赵钮昆
从共享税合作看税务征管机构之重组傅纳红
企业重整、和解与破产清算的税收规划刘福元
国爱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税案辩护词夏建三
印度沃达丰境外间接转让股权案判决书王宗涛等译
《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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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实践层面，商事交易日益复杂和深化，法律层级的税收成文法无法预知或前瞻商业交易
的类型和环节，故成文法对商事交易的税法规制只能挂一漏万，税法的不严密性和漏洞日益凸显，税
法的缺欠将长期存在。
部颁税法规则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有限的制定法无法应对复杂多变的交易类型，在千奇百怪的交易类
型面前，整齐划一的制定法规制难免落空。
商人总是行走在法律之前，也即税法规制永远落后于商人创造的商务交易类型，反避税领域尤其如此
。
如此看来，税法研究的重点当是延伸到复杂的交易类型当中，对复杂交易类型的交易定性和税法处理
作出深入阐释，以积累税法法理和共识。
笔者窃以为，由于当前税法学理研判和积累尚不够充分，或一味强调提升税收立法的层级，或在一般
学理上或宪政原理上强调税收法定主义，盖非重点所在。
 面对不同交易类型，税企双方需要针对经济交易的具体形态，运用交易定性的分析工具，对具体税案
进行分析和认定，以求共识与和解。
因此，税法评价也是税法事实认定、税法解释和适用的动态过程。
这一过程，有时以税收规范性文件即部颁税法规则的形式呈现，有时则以税企争议双方的论争和争辩
呈现。
部颁税法规则不是对法定构成要件（纳税主体、纳税客体、税收客体的量化、税率、纳税环节等）的
突破，而是针对经济活动中复杂而具体的交易类型（如股权转让、股票期权、融资融券、资产重组、
销售回购或回租、房屋联建、限售股解禁、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分别进行税法评价和处理。
因此，部颁税法规则是对具体的交易类型进行交易定性和处理的具体规则。
由此可见，其无疑在发挥创制税法规则的作用。
笔者观察，其绝大部分未改变税收构成要件的法定属性，即未突破税收法定主义。
 毋庸讳言，有些部颁税法规则在合法性、法理依据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协调性方面存在不足，有待税法
学理研判、审议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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