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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解释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 (1)税

法立法解释 税法立法解释是税收立法机关对所设立税法的正

式解释。按照税收立法机关的不同，我国税法立法解释可分

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税收法律作出的解释，具体形式包

括在税收法律中对条文的解释，起草者对税收法律草案的说

明，税收法律实施细则(目前委托国务院制定)以及专门作出

的补充性解释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

同等效力.由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由国务院负

责解释，其形式主要是各类税法的实施细则.地方税收法规，

由制定相应法规的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由于目前地方

税收立法权较小，因此这类立法解释仅限于少数经济特区或

民族地区及个别税种。税法立法解释包括事前解释和事后解

释。事前解释一般是指预防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条款或概

念在执行和适用时发生疑问，而预先在税收法律、法规中加

以解释，这种解释通常包含在税收法律、法规的正文或附则

中。事后解释是指税收法律、法规在实际执行和适用时发生

疑问而由制定税收法律、法规的机关所作的解释。我们通常

所说的税收立法解释是指事后解释。 (2)税法司法解释 税法司

法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对如何具体办理税务刑事案件和税

务行政诉讼案件所作的具体解释或正式规定。税法司法解释

可进一步划分为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审判解释，如2002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检察解释，

如199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严肃查处暴力抗税案件的通

知).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作出的共同解释，

如1992年"两院"~关于办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原《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

偷税罪、抗税罪的规范作了全面的解释。根据我国宪法和有

关法律的规定，司法解释的主体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

人民检察院，它们的解释具有法的效力，可以作为办案与适

用法律和法规的依据。其他各级法院和检察院均无解释法律

的权力。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如果审判解释和检察解释有原

则分歧，则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决定。"两高"在审

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不产生一般解释的效力。上述

这些规定，也适用于税法的司法解释。在我国，税法的司法

解释限于税收犯罪范围，占整个税法解释的比重很小。而在

一些发达国家，税法的司法解释往往成为税法解释的主体，

并且司法解释权不限于最高法院，内容也不限于税务诉讼，

以确保在税法领域内司法的独立性。这种区别主要源于司法

制度的不同及其对司法功能认识上的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在其考察报告《中国税收与法治(1993年)中则认为中国税法

的司法解释不发达是由中国社会关系人格化、法律规定本身

模棱两可、立法倾向难以判断及法官素质较差造成的。 (3)税

法行政解释 税法行政解释也称税法执法解释，是指国家税务

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税收法律、法规等如何具体应用所作的

解释。在我国，税法行政解释是税法解释的基本部分，主要

由国家税务行政主管机关下达的大量具有行政命令性质的文

件、"通知"构成。税法的规范性行政解释在执法中具有普遍



的约束力。但原则上讲，不能作为法庭判案的直接依据，这

一点在世界各国已基本达成共识。我国税法虽然没有对此作

出明确规定，但从有关法律中也能推论出相似的结论。在实

际案例中，也有人民法院对税务机关的行政解释不予支持的

例子。至少，对于具体案例，税务机关的个别性行政解释不

得在诉讼提起后作出，或者说不得因为给一个已经实施的具

体行政行为寻求法律依据而对税法作出解释。2.按照解释的

尺度不同，税法解释还可以分为字面解释、限制解释与扩充

解释。 (1)字面解释 按照文义解释原则，必须严格依税法条文

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这是所谓字面解

释。但是作为其补充，立法目的原则允许从立法目的与精神

出发来解释条文，以避免按照字面意思解释可能得出的荒谬

或背离税法精神的结论，消除税法条文含义的不确定性，这

样就可能出现税法解释大于其字面含义与小于其字面含义的

情况，即扩充解释与限制解释。 字面解释是税法解释的基本

方法，税法解释首先应当坚持字面解释。进行字面解释涉及

四个层次的问题:一是税法条文所使用文字取汉语的通常含义

，税法解释即是解释其汉语语义的内涵，但实际上除了个别

内涵与外延不是很清楚的词语，需要作这种解释的时候并不

很多.二是税法越来越多地使用各类法律及各相关学科的术语

，不过税法在对其加以引用时并没有附加特别的含义，那么

需要税法作出相应解释时，应取其本意，而不应作出与其所

在学科不同的解释.三是某些专门用语与专业术语，税法在引

用时，附加了特别的含义或限制，那么，税法的解释就要体

现这种差别，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即附加

了在我国境内住满一个纳税年度的条件，需要税法解释加以



明示，但是对于税法没有特别规定的，不能通过税法解释来

改变其原有含义.四是对于税法固有的概念，应当按照税法的

本意要求加以解释，而不能受其他学科或法律解释的干扰。

(2)限制解释 税法的限制解释是指为了符合立法精神与目的，

对税法条文所进行的窄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在

我国税法中也时有使用。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二条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家

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而国家

税务总局《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①将"习惯性居

住"解释为"是指实际居住或在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居住地"。

其范围明显窄于"习惯性居住"的字面含义。 (3)扩充解释 税法

的扩充解释是指为了更好地体现立法精神，对税法条文所进

行的大于其字面含义的解释。由于解释税法要考虑其经济含

义，仅仅进行字面解释有时不能充分、准确地表达税法的真

实意图。故在税收法律实践中有肘难免要对税法进行扩充解

释，以更好地把握立法者的本意。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

法》第六条第四款规定:劳务报酬所得按次征收。但是容易出

现纳税人将取得劳务报酬次数无限分割，逃避纳税，减少税

收收入的问题，故《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将劳务报酬按次征税扩充解释为"劳务报酬所得⋯⋯属于

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税

法的扩充解释以体现税法本意为出发点，但是如果不加以适

当限制，往往会走向反面，即违背税法本意。所以扩充解释

尽管在税法中存在但一般不将其作为一项解释方法去使用。

除了上述解释方法之外，还有系统解释法、历史解释法与合

宪性解释法等。第一，系统解释法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



系上的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项之前后关联位置，

或相关法条之法意，阐明其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它要求对

税法一个法律条文的理解必须将其放到整个法律体系中去理

解，才能确保解释含义的一致性和法律体系的统一。第二，

历史解释法是指从立法者制定该法律时所处的背景、所考虑

的因素和价值判断，以及赋予该法律的原意和所欲实现的目

的，来确定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第三合宪性解释法是指依

宪法及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的一

种法律解释方法。上述解释方法的适用，字面解释法具有优

先适用的效力，当其适用遇到困难时，可首先考虑运用历史

解释法进一步划定字面解释的范围，其后可诉求系统解释法

明确文义的具体含义，在上述两种解释方法都无法正常进行

时，将诉求于目的解释法，并以合宪性解释作为最后的衡量

标准。 税法解释是税法顺利运行的必要保证，是提高税法灵

活性与可操作性的基本手段之一。完善税法解释可以弥补立

法的不足，例如，通过行政解释可以解决税法没有规定到的

具体问题，解决立法前后矛盾、立法不配套、立法滞后等问

题。反过来，累积起来的税法解释也是下一步修订或设立税

法的准备和依据。此外税法解释对于税收执法、税收法律纠

纷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 【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收藏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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