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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税收(第3版)》编写中，我们努力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恰当地体现在教材之中。
比较明显的地方是：在税收本质分析中，我们将税收概括为强制征收，将税收依据归结为政府职能，
用一般报偿性替代了以往的无偿性；在税收职能分析中，我们将税收职能定义为税收具有的满足政府
执行职能需要的能动性，并从政府执行职能需要和税收的相对优越性两个方面来分析税收的职能；在
税收原则分析中，我们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划分为税收的和经济的两个方面；在税收水平分析方面
，我们提出了税收水平的演变轨迹和现实税收水平与理想税收水平的差异问题；在税收体系分析方面
，我们对税收体系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新的总结与概括，并将税收体系的演进历程分为要素税、产业税
、流程税三个阶段；在税收结构分析方面，我们对税收结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新的总结和概括；在税
收制度分析方面，我们对一些税种的类型进行了新的划分；在税收优惠分析方面，我们将其划分为财
政性优惠、政策性优惠、管理性优惠、外交税收豁免四种基本类型；在税收征收管理分析方面，我们
将其确定为税籍管理制度、税源监控制度、税款征收制度、税务稽查和税收奖励与处罚五个系列。
将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教材中，不仅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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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一般报偿性税收的一般报偿性是指税收所体现的政府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利
益关系是一种不完全对等的互利关系。
具体来说，税收的一般报偿性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税收所体现的政府与经济活动主体之间
的利益关系是一种互利关系。
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一方面向经济活动主体提供和平、秩序和便利，另一方面向经济活动主体征税
，二者的关系是一种互利关系。
从经济活动主体的角度看，经济活动主体一方面向政府纳税，另一方面享受政府提供的和平、秩序与
便利，二者的关系也是一种互利关系。
第二层含义是，政府与各个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互利关系并不像商品的等价交换那样是一种完全对等
的互利关系，而是一种不完全对等的互利关系。
在数以万计的经济活动主体中，总是有的纳税多，有的纳税少。
所谓不完全对等的互利关系，就是纳税多的经济活动主体并不必然享受较大的利益，纳税少的经济活
动主体并不必然享受较小的利益。
对于税收所体现的这种不完全对等的互利关系，早期学者曾将其概括为非对等给付性。
意思是说，政府对经济活动主体是有给付的，经济活动主体对政府也是有给付的，只是这两种给付不
相等而已。
后来，为了避免使用否定的表述形式，才将非对等给付性表述为一般报偿性。
在中国，一些人习惯于将税收的非对等给付性概括为无偿性，并说税收的无偿性就是政府不付任何报
酬而向居民取得东西，征税后也不将税款归还给原纳税人。
在这里，这些人使用了两个判断标准来论证税收的无偿性：其一是归还标准；其二是报酬标准。
我们认为，从归还标准看，除了借债之外，几乎所有的收入，如工资收入、利润收入、地租收入等，
都是不需要归还的，但却是有偿的。
因此，归还与不归还并不是有偿与无偿的判断标准，用不归还来论证税收的无偿性是不能成立的。
从报酬标准看，抢劫、盗窃、诈骗等非正义收入都是不付任何报酬的，因而是无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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