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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税收理论与实践》内容简介：公共税收建设是公共财政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公共税收
建设中，我国学者对国家税收理论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对传统的国家税收理论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国税收制度也在公共税收建设实践中不断地进行改革和调整
，税收制度不断地趋于优化完善。
《国家税收理论与实践》以“国家税收基本理论（包括国家税收的特征和本质、职能和原则），国家
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国家税收制度设计理论”为国家税收理论框架体系，在阐述国家税收理论的一般
认识和西方主要观点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存在的普遍争议问题，提出并论述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和认识
。《国家税收理论与实践》在税收实践研究中，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
的运行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若干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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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泰乾，男，1963年8月出生于四川省遂宁市，经济学硕士，现任重庆工商职业学院、重庆广播电视大
学教授，兼任重庆市财政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财政学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政府采购招投标评审
委员，重庆市高级审计师评审委员，入选重庆市首批社会科学专家库（经济学），重庆市首届中青年
骨干教师资助计划获得者。曾任教于重庆工商大学。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是财政学、税收学、会计学
。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完成各类科研课题20余项。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各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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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篇 国家税收理论研究
第一章 国家税收的特征和本质
第一节 国家税收的历史渊源探析
一、国家税收的起源
二、国家税收的发展
第二节 国家税收的内涵及其层次划分
一、对国家税收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的一般认识
二、对现代国家税收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的争议
三、国家税收的层次划分
第三节 国家税收的形式特征
一、对国家税收形式特征的一般认识
二、对国家税收“三性”特征的争议
三、地方税收的特征
第二章 国家税收的职能和原则
第一节 国家税收的课税依据理论
一、西方国家的课税依据理论
二、我国课税依据理论
第二节 国家税收的职能
一、对国家税收职能的一般认识
二、对国家税收职能的争议
三、对国家税收收入职能的再认识
第三节 国家税收的原则
一、西方国家对税收原则的研究
二、我国对国家税收原则的研究
三、国家税收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划分原则
第三章 国家税收对经济的影响
第一节 国家税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一、国家税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二、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国家税收选择
第二节 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一、不同收入公平分配标准下的税收公平原则
二、国家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
三、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国家税收选择
第三节 国家税收对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影响
一、国家税收对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影响
二、促进经济稳定与增长的国家税收选择
第四章 国家税收制度设计理论
第一节 国家税收负担与税负转嫁
一、国家税收负担
二、税负转嫁理论
第二节 税制结构设计
一、税制结构的内涵
二、选择税制结构的基本原则
三、主体税种的选择
四、捕助税种的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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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我国税收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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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纳贡是税收的原始形式，但它并不能完全称为赋税。首先，纳贡是在奴隶制国家与奴隶主庄园之
间形成的分配关系，而税收是在国家与居民之间形成的分配关系。奴隶主国家与奴隶主庄园之间的纳
贡关系，固然具有强制性特征，但毕竟是在同一阶级之间进行的。其次，从性质上说，贡是国家凭借
政治权力和所有权合一的权力形式所获得的，兼有国家权力的收入（税收）和财产报酬性质的特征。
最后，纳贡的基础是奴隶主庄园制度。在奴隶主庄园中，奴隶主既是人口的统治者，因而是地方行政
长官，又是庄园的财产所有者和管理者。奴隶主的这一特殊地位，使得纳贡既具有税收性质，又具有
向上一级所有者缴纳剩余价值的性质。事实上，在人类社会进入第一个阶级社会时，尚处于野蛮状态
，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不清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只有在人类进入封建社会，行政权力与所有者权力
明确区分之后，税收才有可能摆脱原始状态，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经济体现。　　在中国古代的公田
制下，除纳贡以外，还有&ldquo;助&rdquo;的纳税原始形式。所谓助是指在实行井田制下，中间的一
块是公田，其余八块田分给八家。公田由八家合力耕种，先耕种公田，然后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获
物归国家。这是对奴隶制社会自由民采用的纳税措施，到奴隶制社会的后期与封建社会前期的周朝，
在奴隶制解体过程中，这一制度也扩大到了奴隶主庄园的内部。因此，孟子有&ldquo;夏后氏五十而贡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rdquo;（《孟子&middot;滕文公上》）。这里所说的
五十、七十、百亩等，并非现代的亩的概念，十一是指缴税额相当于收入的十分之一。这里所说
的&ldquo;彻&rdquo;法，是指贡和助的混合，即针对不同的人口、耕地和地区，可以采用贡或助的纳
税方法。除贡、助、彻以外，奴隶主社会还普遍采用力役的形式。中国古代的役可以分为兵役和工役
两类，前一类用于战争或防卫，后一类用于修建皇宫、坟墓、地方军事防御设施和水利等公共工程，
以及制造各种器具等。工役也称徭役、力役，它们有些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有些则为国家节省了
财政支出，因此，是纳税以外的另一种义务形式。即使在现代社会纳税和服兵役仍属于公民的两个基
本的义务，这是一种变相的赋税。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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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去书店挑出来的最适合初学者的税收理论的书，比各大高校出版的所谓教材都要深入浅出，一天
大致浏览完毕。学校图书馆有4本，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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