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收实体法之税法总论

1、税收的实质

首先，请问诸位来看这篇文章的人，你为什么要学习税法？可能是因为兴趣，可

能是因为看着工资条儿上的税额觉得肉疼，和自己息息相关所以想要了解，也有

可能是因为属于财税专业，不得不学。

也就是说，人们要做一件事，大概率是有原因的，而税收之所以被大量人民群众

所诟病却依然坚挺地存在着，必然国家也有其考虑。目前来说，税收是国家获取

财政收入，从而行使其各大职能的重要方式。可以说，没有了税收，国家也就难

以正常运转。就像绿叶植株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光合作用一样，国家必须要征税，

税收因而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也就易于理解了。

2、税收法律关系

什么叫做恋爱？要有男生，要有女生，还要有爱（特殊情况暂且按下不表）。

而税法也一样具有它的三大固定要素，即征税主体、纳税主体和征税对象。三项

缺一不可，比如当前的共享经济，由于难以界定税法三大主体，因而还并没有其

对应的税收政策出台。

征税主体类似于工程项目中的甲方，为国家各大机关，按照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进

行征税，包括各级税务机关（国家/地方税务局，目前正在进行国地税合并）、

海关、财政。而纳税主体就类似于被债主催债的人，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包括

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

征税对象（纳税客体）也就是对什么征税，比如房地产、各类商品、各类服务等，

从而形成了不同税种，实际上划分得没有这么粗糙，比较精确，这些在后面会慢

慢讲到。

那么就有人要问了，既然我们都受国家的管制，在税收这个问题上处于被管理者

这种相对劣势的地位，那是不是说，必须得按时交税，而且多交不管，少交要补

呢？ 这话并不全对，大多数情况下，按时按量纳税是必须的，但是也有例

外。比如说，公司目前有困难，缴税后资金无法周转，难道拼着公司不做了也要

把税纳上么？不是的，这种情况就可以申请延期纳税权或者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依法申请减免权了。甚至说，我觉得税务人员让我们补缴税款不对，就是他错了，



我们没做错，难道还要委曲求全把本不应存在的税补起来吗？不是的，莫焕晶还

有权利提起上诉呢，对于税收，我们也有权利申请复议和提请诉讼。而且，税收

是相对规范的，按照多退少补的原则，如果企业多缴纳了税款，可以在三年内申

请退还或者抵缴。

说到权利就不得不提到与之对应的义务。纳税义务人需要依照法律法规纳税。具

体来说，分为依法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纳税申报、接受税务检查、依法缴纳税款

这几个方面。

3、其他重要构成要素

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主要构成以外，税收法律中还有一些其他的构成部分也非常

重要，在学习中是需要动用大量脑力进行理解、记忆、和分辨运用的。

这些构成包括:税率及税收优惠减免、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其中

一二项是在我们将在这个专栏的税法部分着重讲解的。

3.1 税率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为了推进效率，同时保证社会相对公平，税率并不是单一

的，而是设计成了按税种、按收入、按是否需要宏观调控分成的多样化税率，并

且常调常新。到这个专栏文章讲完为止，会有相当多的税率被调整，甚至可能有

一些档次的税率或者税目被废弃，所以在学习中，更重要的是把握税收的思路，

在这个基础上保持对新政策的关注度，与时俱进。

税率可以分为四大类:比例税率、定额税率、超额累进税率和超率累进税率。

比例税率:如果我们要啃一个苹果，对于不同的苹果来说，苹果越大我们啃得越

多，而且啃的部分永远是占原来的苹果相同的比率，不论苹果是大还是小，是贵

还是便宜，那么这就叫比例，按这个方式来征税的税率就叫做比例税率。（包括

增值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

定额税率:还是啃苹果，不管苹果多大我都只啃一模一样的一口，这就叫做定额

吗？并不是。

这是个比较容易出错的概念。实际上，定额税率和比例税率是相似的，税基大则

税额高，唯一不同的是，计量方法不同。比如，啤酒税率 250 元/吨，这就是定

额税率，和比例税率差别只在于，一个乘以数字，一个乘以百分比计算而

已。



实际上定额税率就是这样按单位定额的，而并不是不管青红皂白统统只啃那一口。

（包括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税等）

超额累进税率:这是和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最接近，我们最熟悉的一种税率，因

为个人所得税就是这么个税率。这种税率是分阶的，呈现倒金字塔状，最底端税

率最低，越向上走越高。

……

税法的分类以及税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在这里不进行详细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