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税务师考试辅导：税法的课税对象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645287.htm id="feiw" class="aizi"> 

课税对象又称征税对象，是税法中规定的征税的目的物，是

国家据以征税的依据。通过规定课税对象解决对什么征税这

一问题。 每一种税都有自己的课税对象，否则，这一税种就

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凡是列为课税对象的，就属于该税种的

征收范围.凡是未列为课税对象的，就不属于该税种的征收范

围。例如:我国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是货物和应税劳务在生产、

流通过程中的增值额.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是企业利润和个人工

资、薪金等项所得.房产税的课税对象是房屋等等。总之，每

一种税首先要选择确定它的课税对象，因为它体现着不同税

种征税的基本界限，决定着不同税种名称的由来以及各个税

种在性质上的差别，并对税源、税收负担问题产生直接影响

。 课税对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自然经济中

，土地和人丁是主要的课税对象。商品经济中，商品的流转

额、企业利润和个人所得成为主要的课税对象。在可以作为

课税对象的客体比较广泛的情况下，选择课税对象一般应遵

循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有利于调节经济和适当简化的原则

。要保证财政收入就必须选择经常而普遍存在的经济活动及

其成果作为课税对象。要调节国民经济中生产、流通、分配

和消费，课税对象就不能是单一的，而应该多样化。但为了

节省税收成本和避免税收负担的重复，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简

化。 (1)课税对象是构成税收实体法诸要素中的基础性要素 这

是因为:第一，课税对象是一种税区别于另一种税的最主要标



志。就是说，税种的不同最主要是起因于课税对象的不同。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各种税的名称通常都是根据课税对象确

定的。例如增值税、所得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第二

课税对象体现着各种税的征税范围。第三，其他要素的内容

一般都是以课税对象为基础确定的。例如纳税人，国家开征

一种税，所以要选择这些单位和个人作为纳税人，而不选择

其他单位和个人作为纳税人，其原因是这些单位和个人拥有

税法或税收条例中规定的课税对象，或者是发生了规定的课

税行为。可见，纳税人同课税对象相比，课税对象是第一性

的。凡拥有课税对象或发生了课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才有

可能成为纳税人。又如税率这一要素，也是以课税对象为基

础确定的。税率本身表示对课税对象征税的比率或征税数额

，没有课税对象，也就无从确定税率。此外，纳税环节、减

税免税等，也都是以课税对象为基础确定的。 (2)计税依据 计

税依据，又称税基，是指税法中规定的据以计算各种应征税

款的依据或标准。正确掌握计税依据，是税务机关贯彻执行

税收政策、法令，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方面，也是纳税

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合理负担税收的重要标志。 不同税种

的计税依据是不同的。我国增值税、营业税的计税依据一般

都是货物和应税劳务的增值额和营业收入金额.所得税的计税

依据是企业和个人的利润、工资或薪金所得额.农业税的计税

依据是常年产量.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应税产品的销售额，等

等。需要注意的是，计税依据在表现形态上一般有两种:一种

是价值形态，即以征税对象的价值作为计税依据，在这种情

况下，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一般是一致的，如所得税的课税

对象是所得额，计税依据也是所得额。另一种是实物形态，



就是以课税对象的数量、重量、容积、面积等作为计税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课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一般是不一致的，如

我国的车船使用税，它的课税对象是各种车辆、船舶，而计

税依据则是车船的吨位。课税对象与计税依据的关系是:课税

对象是指征税的目的物，计税依据则是在目的物已经确定的

前提下，对目的物据以计算税款的依据或标准.课税对象是从

质的方面对征税所作的规定，而计税依据则是从量的方面对

征税所作的规定，是课税对象量的表现。 (3)税源 税源是指税

款的最终来源，或者说税收负担的最终归宿。税源的大小体

现着纳税人的负担能力。纳税人缴纳税款的直接来源是一定

的货币收入，而一切货币收入都是由社会产品价值派生出来

的。在社会产品价值中，能够成为税源的只能是国民收入分

配中形成的各种收入，如工资、奖金、利润、利息等。当某

些税种以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各种收入为课税对象时，税

源和课税对象就是一致的，如对各种所得课税。但是，很多

税种其课税对象并不是或不完全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形成的各

种收入，如营业税、消费税、房产税等。可见，只是在少数

的情况下，课税对象同税源才是一致的。对于大多数税种来

说两者并不一致，税源并不等于课税对象。课税对象是据以

征税的依据，税源则表明纳税人的负担能力 (4)税目 税目是课

税对象的具体化，反映具体的征税范围，代表征税的广度。

不是所有的税种都规定税目，有些税种的征税对象简单、明

确，没有另行规定税目的必要如房产税、屠宰税等。但是，

从大多数税种来看，一般课税对象都比较复杂，且税种内部

不同课税对象之间又需要采取不同的税率档次进行调节。这

样就需要对课税对象作进一步的划分，作出具体的界限规定



，这个规定的界限范围，就是税目。 划分税目的主要作用:一

是进一步明确征税范围。凡列入税目的都征税，未列入的不

征税。例如:商品批发和零售未列入营业税税目，则该项业务

不属于营业税征税范围。二是解决课税对象的归类问题，并

根据归类确定税率。每一个税目都是课税对象的一个具体类

别或项目，通过这种归类可以为确定差别税率打下基础。实

际工作中，确定税目同确定税率是同步考虑的，并以"税目税

率表"的形式将税目和税率统一表示出来。例如:消费税税目税

率表、营业税税目税率表、资源税税目税额表等。 需要说明

的是，并不是每一种税都要划分税目。一般来说，在只有通

过划分税目才能够明确本税种内部哪些项目征税、哪些项目

不征税，并且只有通过划分税目，才能对课税对象进行归类

并按不同类别和项目设计高低不同的税率，平衡纳税人负担

的情况下，对这类税种才有必要划分税目。 税目一般可分为

列举税目和概括税目。 列举税目。列举税目就是将每一种商

品或经营项目采用一一列举的方法，分别规定税目，必要时

还可以在税目之下划分若干个细目。制定列举税目的优点是

界限明确，便于征管人员掌握.缺点是税目过多，不便于查找

，不利于征管。 在我国现行税法中，列举税目的方法也可分

为两类:一类是细列举即在税法中按每一产品或项目设计税目

，本税目的征税范围仅限于列举的产品或项目，属于本税目

列举的产品或项目，则按照本税目适用的税率征税。否则，

就不能按照本税目适用的税率征税，如消费税中的"粮食白

酒"等税目。另一类是粗列举，即在税种中按两种以上产品设

计税目，本税目的征税范围不体现为单一产品，而是列举的

两种以上产品都需按本税目适用的税率征税，如消费税中的"



鞭炮、焰火"税目。 概括税目。概括税目就是按照商品大类或

行业采用概括方法设计税目。制定概括税目的优点是税目较

少，查找方便.缺点是税目过粗，不便于贯彻合理负担政策。

在我国现行税法中概括税目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小概括即在

本税目下属的各个细目中，凡不属于规定细目内的征税范围

，但又同本税目征税范围的产品，在材质上、用途上或生产

工艺方法上相近的，则另增列一个细目，把其划归为本细目

的征收范围，如消费税"酒及酒精"税目中的"其他酒"等.一类是

大概括，即在本税种下属的各个税目中，凡不属于规定税目

内的征税范围，但又确属本税种征税范围的产品，则另增列

一个税目，将其全部划归为本税目的征税范围，如资源税中

的"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税目。在税法中适当采用概括性税目

，可以大大简化税种的复杂性，但过于概括，又不利于充分

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所以，在具体运用上，应注意把概

括税目同列举税目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注册税务师站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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