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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内容概要

作为各国税务专家制度调查研究成果的《各国(地区)的税务代理制度》一书终于出版了。作为国际社
会的一员，日本正以其经济的飞速发展，左右着世界经济。迎接国际化时代，我们税理士作为税务专
家，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国际化大潮正给国内各界带来影响。日本的税理士活动及税理士制度今后
也会受到越来越大的影响，在现今欧洲，正实行税务一体化，以德国、奥地利的税理士、法国的法律
专家、意大利的税务协会、英国的税务协会等为中心，创造名为欧洲税务联合会的组织，以实现税务
专业资格的统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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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作者简介

译者：姜莉 刘曙野 编者：（日本）田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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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重视税理士的自律性、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税理士业务在制度上就具有垄断性。世
界上既有德国那种垄断性很强的税理士制度，也有英国那种税务业务完全听任自由竞争的税理士制度
。一般来讲，哪一种更好些，这完全根据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等不同而不同，并没有一定标准。
尽管强调税理士制度的自主性，但仍可以有两个选择.以什么理由选择哪一种，如何应付基于其他原理
对此的批评，这便成了需要研究的问题。研究一下独立专业的历史，恐怕很难排除垄断性的因素，当
然这也不能说是很合适的。假如日本的税理士制度将来应该向德国式转变，那么那时的垄断程度如何
、垄断内容有哪些（是完全垄断，还是只在名称上垄断，还是取其中间），这些都必须具体明确。另
外，对于来自竞争原理或缓和制约论对垄断性的批判，也必须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从上述的比较可
以看出，日本的税理士制度是以业务垄断性与国家严格监督为主要特点。在日本，由于税理士业务的
公共性，所以无论有偿还是无偿，只要是垄断性的就要遭到谴责。而另一方面又有人认为应当强化税
理士业务的垄断性；但笔者认为，“无偿垄断”理论绝不是日本独有的，例如就连在业务垄断性极强
的德国，法律形式上的一般规定也是无偿垄断，同时，其他人员对于特殊业务进行的税务援助等也受
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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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各国(地区)的税务代理制度》由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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