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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色是将税法总论的各项重要问题，作一综合性分析探讨，内容包括税法基础理论、基本原理、
税捐债务法律关系、税捐稽征程序关系、税捐罚则以及税捐行政救济等税法一般共通性问题，其内容
丰富。
本书主要参酌引进德国、日本学说理论，并就我国实务见解加以分析研讨。
本书可供大学研习税法课程之使用，也可作为实务上处理税务案件之参考。
如能熟读本书，应可具备税法基础知识，而具有处理税法问题之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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