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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研究》共分八章内容：第一章在明确“税收信用”概念定义的基础上构建税
收信用体系框架，并阐述在我国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意义；第二章对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理论
进行阐述；第三、四章在归纳我国税收信用存在问题表象和税收信用缺失的危害后，着重分析其成因
；第五、六章从理念纠偏和制度规范的不同角度探讨我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途径；第七、八章对我
国近年来实施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制度的积极效应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析，并试图探求进一步完善的
途径与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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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桦，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教授。兼任中国金融理财标准委员会学术委员及主讲教师，清华大学继
续教育学院客座教授，对外经贸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客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客座教授。主
要讲授中国税制、税法、税收学、财政学、企业纳税筹划、个人理财纳税筹划等专业课程。曾主编或
参编多部专著、教材；参与或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校级财税重点课题的研究；在《财政研究》
、《税务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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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税收信用体系的框架与定位第一节 税收信用概念与内涵第二节 税收信用体系框架第三节 推进
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意义第二章 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理论支持第一节 “契约经济”理论第二节 “公
共选择”理论第三节 “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第四节 “法律信用”理论第五节 “交易费用”理论
第六节 博弈论第七节 “制度化利他”理论第三章 我国税收信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一节 我国税收信
用存在的问题第二节 我国税收信用缺失的危害第四章 我国税收信用缺失的成因分析第一节 我国税收
信用缺失的社会机理分析第二节 我国税收信用缺失的法理分析第三节 我国税收信用缺失的制度分析
第四节 我国税收信用缺失的社会心理分析第五章 我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理念纠偏第一节 积极推动
税收诚信道德心理建设第二节 正面引导公民税收“价值体验”第三节 相关心理素质培养第六章 我国
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规范第一节 我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制度框架第二节 政府征税信用与用税
信用制度规范第三节 纳税人纳税信用制度规范第七章 我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重大步骤第一节 纳税
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基本内容第二节 实施情况及积极效应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第四节 纳税评信制度
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第八章 我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技术支持第一节 纳税信用管理系统构成第二
节 数据仓库技术在纳税评信中的应用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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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契约经济理论的借鉴税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经济契约，它既
有对契约规则有效运行的内在信用要求；同时也存在着由于相关主体信息不对称诱发的逆向选择和道
德风险问题。我们说，税收是一种广域契约、公共契约，“契约文本”——税法的相关条款的指向十
分广泛。在税收活动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纳税方的信息优势，即，各个纳税人
对自己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等是完全清楚的；而作为征税方的税务机关却无法完整地占有这些信息
。而这些信息资料与数据又恰恰是决定纳税人实际应缴税款的依据。二是征税方的信息优势，即作为
税款征收管理的职能部门，税务机关较纳税人更全面、更清楚地把握税收法规、政策等制度规则的内
容（当然这种信息不对称还伴随着特定的权力优势），即使是再广泛的税法宣传，纳税人也不可能像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把握得那样完整与具体。（一）纳税人信息优势与税收信用风险第一种信息不对称
使纳税人在做纳税申报时，可以通过对自己经营数据、资料的处理，人为地减少其计税依据的数字，
从而减少其实际缴纳的税款。这样，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就会出现，不依法纳税的失信者可以得到更
大的税收利益。而以税款支持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又不具备排他性，不缴税或少缴税者并不因此被
排除在公共产品的享受范围之外。其结果是原来依法纳税的守信者转而仿效失信者的行为，形成明显
的逆向选择趋势。各国的税收征管实践中，这种实例是举不胜举的。例如，多年以来我国增值税出口
退税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于出口商品在出口环节将其在国内运行时征收的流转税退还给纳
税人，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是符合国际惯例的。我国依据这个国际惯例，也规
定了增值税出口退税的条款。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出口退税时，我们按照“征多少，退多少
，未征不退”的原则，设计的退税率是：征税率17％的商品，出口退税率也是17％；征税率13％的商
品，出口退税率也是13％。这种完全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的制度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却由于一部分纳税
人的失信行为（通过各种手段骗取退税）不得不做扭曲性的修改。也就是在仅仅实行了一年多的时间
内，我们就看到，在商品出口环节申请退税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其在国内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这样
，政府财税部门不得不调低了出口退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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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研究》：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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