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注册税务师辅导：累进税率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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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6_551153.htm 累进税率，是指同一课税对象

，随数量的增大，征收比例也随之增高的税率，表现为将课

税对象按数额大小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等级适用由低到高的

不同税率，包括最低税率、最高税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率和若干等级的中间税率。一般多在收益课税中使用。

它可以更有效地调节纳税人的收入，正确处理税收负担的纵

向公平问题。按照税率的累进依据的性质，累进税率分为“

额累，，和“率累”两种。额累是按课税对象数量的绝对额

分级累进，如所得税一般按所得额大小分级累进。率累是按

与课税对象有关的某一比率分级累进，如我国1984年开征的

资源税即按销售利润率的高低分级累进。额累和率累按累进

依据的构成又可分为“全累”和“超累”。如额累分为全额

累进和超额累进；率累分为全率累进和超率累进。全累是对

课税对象的全部数额，都按照相应等级的累进税率征税。超

累是对课税对象数额超过前级数额的部分，分别按照各自对

应的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两种方式相比，全累的计算方法比

较简单，但在累进分界点上税负呈跳跃式递增，不够合理。

超累的计算方法复杂一些，但累进程度比较缓和，因而把注

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比较合理。 全额累进税率，是以课

税对象的全部数额为基础计征税款的累进税率。它有两个特

点：一是对具体纳税人来说：在应税所得额确定以后，相当

于按照比例税率计征，计算方法简单。二是税收负担不合理

，特别是在各级征税对象数额的分界处负担相差悬殊，甚享



会出现增加的税额超过增加：勺课税对象数额的现象，不利

于鼓励纳税人增加收入。 超额累进税率，是分别以课税对象

数额超过前级的部分为基础计算应纳税的累进税率。采用超

额累进税率征税的特点是：①计算方法LI：较复杂，征税对

象数量越大，包括等级越多，计算步骤也越多。②累进幅度

比较缓和，税收负担较为合理。特别在征税对象级次分界点

上下，只就超过部分按高一级税率计算，一般不会发生增加

的税额超过增加的征税对象数额的不合理现象，有利于鼓励

纳税人增产增收。③边际税率和平均税率不一致，税收负担

的透明度较差。 超额累进税率是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税率。

为解决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税款比较复杂的问题，在实际工作

中引进了“速算扣除数”这个概念，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

收藏夹通过预先计算出的速算扣除数，即可直接计算应纳税

额，不必再分级分段计算。采用速算扣除数计算应纳税额的

公式是： 应纳税额=应税所得额×适用税率一速算扣除数 速

算扣除数是为简化计税程序而按全额累进税率计算超额累进

税额时所使用的扣除数额。反映的具体内容是按全额累进税

率和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的应纳税额的差额。采用速算扣除数

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同分级分段计算的应纳税额，其结果完

全一样，但方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法简便得多。通

常，速算扣除数事先计算出来后，附在税率表中，并与税率

表一同颁布。 超率累进税率，是指以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率

为累进依据，按超累方式计算应纳税额的税率。采用超率累

进税率，首先需要确定课税对象数额的相对率，如在对利润

征税时以销售利润率为相对率，对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

藏夹工资征税时以工资增长率为相对率，然后再把课税对象



的相对率从低到高划分为若干级次，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

计税时，先按各级相对率计算出应税的课税对象数额，再按

对应的税率分别计算各级税款，最后汇总求出全部应纳税额

。现行税制中的土地增值税即采用超率累进税率计税。 超倍

累进税率，是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指以课税对象数

额相当于计税基数的倍数为累进依据，按超累方式计算应纳

税额的税率。采用超倍累进税率，首先必须确定计税基数，

然后把课税对象数按相当于计税基数的倍数划分为若干级次

，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再分别计算应纳税额。计税基数可

以是绝对数．也可是相对数。是绝对数时，超倍累进税率实

际上是超额累进税率，因为可以把递增倍数换算成递增额；

是相对数时，超倍累进税率实际上是超率累进税率，因为可

以把递增倍数换把注册税务师站点加入收藏夹算成递增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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