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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不遵从的识别研究》

内容概要

《税收不遵从的识别研究》内容简介：伴随着税收的诞生，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也相应出现。为
了减少由于税收不遵从造成的税收流失，学术界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对税收
不遵从的原因、特征及对策进行了较多探索。本文以实证研究为基础，从税务机关的角度出发，首先
对我国企业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现状进行了调查与分析，其次针对我国税务稽查机关目前针对纳税人税
收不遵从所采取的稽查人工选案方法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统计判别分析原理对企业纳税人的税
收不遵从情况进行了判别分析，最后对不诚实申报的纳税人可能使用的逃税手法进行了识别尝试。论
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 为绪论，主要论述了本研究的意义和背景。第二章 为国外税收稽征及税
收遵从的状况简介，总结了这些国家税收征管与稽查的经验，指出这些经验与措施都是长期的系统工
程。因而从我国税务机关的角度出发，提高税务稽查水平的涉及面相对较小从而协调难度也较小，是
一项投入小而见效快的可行措施。
第三章 从税务机关的角度对我国目前企业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现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税务稽查人员进
行的问卷调查和税务部门的统计数据得出了目前企业纳税人的整体逃税比例在50％左右的结论，并对
纳税人税收遵从状况的一些重要特征如逃税决策的影响因素、逃税决策的关键影响人等进行了研究，
证实了对逃税行为的惩罚率低是引发纳税人逃税行为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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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3）合伙收入的申报准确率已经下降到77.5％，但仍然比小企业和个体营业者高。根
据美国税法，合伙企业本身不必纳税，但合伙企业必须向国税局报告其经营成果，并提供每一位合伙
人的名称及他们取得合伙企业的所得的情况，因此合伙人虽然是以个人身份申报所得税，但是国税局
仍然可以根据合伙企业的报告对合伙人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按照美国税法，合伙企业仍然要进行会
计核算，合伙企业不仅要申报正常所得，还要单独报告某些项目如投资所得、资本利得和利亏等。合
伙企业的所得要按合伙的份额划归合伙人，与合伙人的其他所得合并纳税。合伙企业发生的亏损要划
归合伙人，以便在合伙人的个人纳税申报中进行扣除。此外，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交易要适用于
关联方的规定。因此，对合伙人而言，其纳税申报的程序不仅包括个人的全部私人财务活动，还必须
将合伙企业经营所发生的所得和亏损按分配的份额包括进来，纳税成本自然比一般人更高，税收遵从
水平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4）个体企业主、小企业主和非农场的独资业主都可算是自谋职业者，
他们的税收遵从水平都比较低，一方面是因为国税局对他们的监控薄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过高的税
收遵从成本。自我雇佣者的个人纳税申报完全依靠自己进行，他的纳税成本很难像工薪阶层那样由雇
主分担一部分。以社会保障税为例，由于自谋职业者既是雇员又是雇主，所以自谋职业者适用的税率
是正常的雇员适用的税率的2倍，老年人、残疾、遗属保障（合称为OASDI）部分的税率为12.4％，医
疗部分为2.9％；对于应税所得，是指自谋职业者取得的净经营所得，为自谋职业者来自该经营的所得
减去部分扣除项目的余额，其中，资本利得和利亏不计入净经营所得，如果自谋职业者还有兼职工作
，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应减去其兼职受雇于某项应税工作的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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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收不遵从的识别研究》是财税博士论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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