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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4_B8_AD_c49_646773.htm 税收制度的构成要素 税收制度

的基本要素—纳税人(谁纳税)、征税对象(对什么征税)和税

率(征多少) (1)纳税人——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

和个人，它规定了税款的直接承担者 (2)征税对象——征税客

体，指对什么课税，即国家征税的目的物 它规定了每一种税

的征税界限，是一种税区别于另一种税的主要标志。每一种

税一般 都有特定的征税对象。 征税对象可以从质和量两方面

进行划分 质的具体化是征税范围和税目 量的具体化是计税依

据和计税单位 具体概念： ①征税范围。课税范围，是指税法

规定的征税对象的具体内容或范围，即课征税收的界限，凡

是列入征税范围的，都应征税 ②税类——国家税收制度种的

税收类别的简称 ③税种——是国家税收制度中的税收种别的

简称 ④税目——是税法规定应征税的具体项目，是征税对象

的具体化，体现了征税的广度 ⑤计税依据——计算应纳税额

所依据的标准。一般来说，从价计算的税收以计税金额为计

税依据，计税金额是指征税对象的数量乘以计税价格的数额.

从量计征的税收以征税对象的重量、容积、体积、数量为计

税依据 ⑥计税标准——一是指划分课税对象适用税目税率所

依据的标准. 二是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与计税依据同义 ⑦

税基—————征税的客观基础。中义的税基称为课税对象.

狭义税基称为计税依据 ⑧税源—————税收的源泉，即税

收最终出处，从根本上讲，税源来自当年创造的社会剩余产

品。 (3)税率——是应纳税额与征税对象数额之间的法定比例



，是计算税额和税收负担的尺度，体现征税的程度，是税收

制度的中心环节，是税收制度中最活跃、最有力的因素 税率

一般分为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定额税率 ①比例税率：对同

一征税对象，不论数额大小，均按同一比例计征的税率，一

般适用商品流转额的课税。 分为：产品比例税率、地区差别

比例税率、幅度比例税率 ②累进税率：是指随征税对象数额

或相对比例的增大而逐级提高税率的一种递增等级税率。这

种税率按征税对象或相对比例的大小，划分若干不同的征税

级距，规定若干高低不同的等级税率，征税对象数或相对比

例越大，规定的等级税率越高.反之税率越低。 ③定额税率：

又称“固定税额”，是指对每一单位的征税对象直接规定固

定税额的一种税率分为：地区差别定额税率、幅度定额税率

和分类分级定额税率等形式。 编辑推荐： 2010年中级财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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