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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基础知识习题 

 

第一章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税收的概述 

第二节税收的分类及本质 

第三节税收的作用及其他财政收入的比较 

综合练习题： 

一、 单项选择题 

1、 税收“三性”特征不含（B）。 

A 强制性  B 公平性  C 无偿性  D 固定性 

2、 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特征，其核心是（D）。 

A 强制性  B 固定性  C 确定性  D 无偿性 

3、早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凭借其政权力量进行强制课征的

形式（A）。 

A 贡   B 助   C 彻    D 初税亩 

4、春秋时期，鲁国适应土地私有制发展实行的（A），标志着我国税

收从雏形阶段进入了成熟时期。 

A 初税亩  B 两税法  C 一条鞭法  D 租庸调制 

5、税收产生的物质基础是（A）。 

A 剩余产品的出现            B 国家的出现   

C 阶级的产生                D 物品交换的出现 

6、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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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行政性收费  B 罚没收入  C 税收  D 发行货币 

7、税收分配的主体是（D）。 

A 企业组织  B 个人  C 税务局   D 国家 

8、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A）。 

A 国家的存在   B 经济的发展  C 阶级的产生  D 现实的需要 

二、多项选择题 

1、在现阶段，税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ABCD）等方面。 

A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B 税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C 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 

D 税收可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体现公平竞争 

2、下列关于我国税收历史发展过程的说法正确的有（AB）。 

A 夏商周时期的“贡、助、彻”是我国税收的雏形阶段 

B“初税亩”是我国农业赋税从雏形阶段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C 在我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特定商品（尤其是盐、酒、

茶等）课征的杂税占有主要的地位 

D 我国 20 世纪 20 年代就已经引入了直接税并开始在现实中实行这一

税种的征收 

3、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BCD）。 

A 税收直接影响着经济的运行    B 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税收的征收 

C 税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和影响经济   D 税收与经济主要是间接影

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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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税收区别于其他财政收入的基本标志有（BCD）。 

A税收的法定性  B 税收的强制性 C 税收的无偿性  D税收的固定性 

5、下列对税收强制性的说法正确的是（ABC）。 

A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纳税  B 是由国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 

C 税收的强制性直接来自于国家政治权力的强制性  D 对于一些特殊

情况，可以考虑免予纳税 

6、下列对税收无偿性的说法正确的是（ABCD）。 

A 国家本身不创造财富，为了保持财政的收支平衡，只能采取无偿的

方式取得  

B 国家征税以后，税款即为国家所有，不用返还给纳税人，也不用向

纳税人支付任何报酬  

C 税收的这种无偿性是由税收收入使用的无偿性决定的  

D 无偿性是税收最本质的特征 

7、下列对税收固定性的税法错误的是（AD）。 

A 税收的固定性是强制性的必然要求 

B 税收的固定性在现实中体现为税收的法定性 

C 税收的固定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D 税收的固定性完全出于国家的意愿 

二、 填空题  

1、 税收作为一种特定的分配形式，具有 强制性 、无偿性和固定性 

三个形式特征。  

2、税收是调节国家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经济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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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国历史上的周代开始了对经过关卡或在市场上交易的物品征收关

市之赋，对伐木、狩猎、捕鱼、采矿等征收山泽之赋。 

4、与税收对应的法律是税法。 

四、判断题 

1、税收很早就存在了，在原始社会初期就已经存在着税收行为。（×） 

2、税收是私有财产制度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产物。（√） 

3、税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4、税收公平原则包括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原则。（√） 

5、纳税人是指税法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是纳税义务人的

简称。（√） 

6、税率是税额与征税对象之间的法定比例。（√） 

7、经济效率，也就是征税过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税收在征收和缴纳

过程中耗费成本最小。（√） 

8、计税依据是征税对象的计量单位和征收标准。（√） 

9、一般来说，低税收有刺激经济的作用，但不利于社会稳定；高税收

可以稳定社会、增加福利，但会抑制经济发展。（√） 

10、在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税收采用的是实物缴纳的形式。（√） 

11、由于税收具有固定性，所以税收一经确定，就不会再发生变动。

（×） 

12、税收的征收主体主要是各级税务局和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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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税收原则定法度 

第一节税收原则的概述 

第二节税收的原则 

综合练习题： 

一、 单项选择题 

1、税收最基本的职能是（A）。 

A 财政职能  B 经济职能  C 监督职能  D 公平职能 

2、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应力求最小，这是税收的（B）。 

A 公平原则  B 效率原则  C 财政原则  D 调控经济原则 

3、（A）原则就是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和税收政策的运用，应

兼顾需要与可能，做到取之有度。 

A 适度  B 充分  C 公平  D 效率 

二、多项选择题 

1、在确定税收制度时，我们应力求遵循的原则是（ABC）。 

A 财政原则  B 公平原则  C 效率原则  D 优先原则 

2、纵观税收原则发展演变的历史，现代税收原则基本上有（ABC）原

则。 

A 公平  B 效率  C 稳定  D 强制 

3、现代税收原则主要有（ABCD）。 

A 财政原则  B 公平原则  C 效率  D 法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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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宏观调控谋发展 

第一节市场失灵与税收调控 

第二节税收与经济效率 

第三节税收与社会公平 

第四节税收与经济稳定 

第五节科学发展观与税收政策目标选择 

综合练习题： 

1、简述税收与市场失灵的关系？ 

2、宏观调控应当坚持的两个重要原则是什么？ 

3、如何有效运用税收政策，促进经济效率增长？ 

4、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税收政策的表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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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依法治税 

第一节依法治税含义及内容 

第二节我国的税制体系 

综合练习题： 

一、 单项选择题 

1、（B）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各种税收法律、法规的总称。 

A 税法  B 税收制度  C 税则  D 税收体制 

2、下列不属于税制基本要素的是（D）。 

A 纳税人   B 征税对象  C 税率  D 纳税期限 

3、税收的实际负担者，在经济学上被称为（C）。 

A 纳税人  B 代理人 C 负税人  D 扣缴义务人 

4、我国确定纳税人采用的原则是（D）。 

A属地原则  B 属人原则  C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D 属地兼属人原则 

5、下列选项中不是按照税收对象的性质分类的是（C）。 

A 流转额  B 行为 C 资源  D 所得额 

6、 税制要素中，区分税种的根本标志是（C）。 

A 税率  B 税源  C 税基  D 税目 

7、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构成税法三个最基本要素的是（B）。 

A 纳税义务人  B 征税人 C 征税对象  D 税率 

8、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主体的确定，我国采取（D）。 

A 国籍原则  B 属地原则  C 属人原则  D 属地兼属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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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适用同一层次的法律过程中，就其适用性和法律效力而言，（B）。 

A 普通法优于特别法   B 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C 普通法等于特别法   D 视其规定内容而作具体划分 

10、下列关于从价税的说法不正确的有（C）。 

A 我国大部分税种都采用从价税的形式  B 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 

C 发生通货膨胀时税额变化不会很大  D 与价格直接相关 

11、下列关于从量税的说法不正确的有（A）。 

A 我国大部分税种都采用从量税的形式  B 税负容易失衡  C 发生通

货膨胀时税额变化不会很大    D 适用于征税对象较单一的情况 

12、（A）是从价计税时按照计税依据计算应纳税额的法定比例，通常

采用固定百分比的形式。 

A 比例税率  B 定额税率  C 累进税率  D 幅度税率 

13、下列税种中属于中央税的有（A）。 

A 关税  B 营业税  C 房产税  D 增值税 

14、（A）是征税的具体根据，规定了征税对象的具体范围。 

A 税目  B 计税依据  C 税率  D 纳税环节 

15、在税制要素中，对纳税对象总额中的一部分数额免于征税，只对

减除后的剩余部分计征税款，被免予征税的这部分数额是（B）。 

A 计税依据  B 免征额办法  C 税基  D 起征点 

16、根据规定，有权制定税收法律的是（A）。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B 国务院 C 财政部 D国家税务总局 

17、在我国税法构成要素中，（B）是税法中具体规定应当征税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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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征税对象的具体化。 

A 税率  B 税目  C 征税对象  D 纳税期限 

18、下列各项中，属于税收特征的是（D）。 

A 稳定性  B 及时性  C 合法性  D 无偿性 

19、税收权利主体是指（C）。 

A 征税方  B 纳税方  C 征纳双方  D 中央政府 

20、在法学上被称为纳税客体的，也就是税法上的（  C ），主要指

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物或行为，是区分不同税

种的主要标志。 

A 税目  B 税率  C 征税对象  D 纳税义务人 

21、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是（B）。 

A 权利主体  B 税法  C 权利客体  D 税收法律事实 

22、下列税法中，采用定额税率的是（B）。 

A 营业税  B 车船税  C 企业所得税  D 土地增值税 

23、下列有关税法概念的税法正确的是（D）。 

A 税法是国家制定的用来调整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 

B 制定税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利益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C 税法的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D 税法是国家凭借其权利，利用税收工具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

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4、税收法律关系的核心和灵魂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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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税收法律关系的对象 C 纳税主体 D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25、税收在征收和缴纳过程中耗费成本应力求最小，这是税收的（B）。 

A 公平原则 B 效率原则 C 财政原则 D 调控经济原则 

26、累进税率的显著优点是（B）。 

A 实现了横向公平      B 实现了纵向公平 

 C 便于征收和管理     D 计算比较简便 

27、区别不同类型税种的主要标志是（C）。 

A 税率   B 纳税人  C 征税对象   D 纳税期限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各项中属于税法构成要素的有（ABCD）。 

A 总则、罚则、附则     B 纳税义务人 

C 税目、税率           D 纳税期限、纳税地点 

2、从法律角度划分，纳税义务人包括（AD）。 

A 法人 B 个人  C 自然人  D 企业 

3、对于纳税人与负税人概念的理解，正确的有（AC）。 

Ａ纳税人是直接向税务机关交税的单位和个人 

Ｂ纳税人和负税人是一致的 

Ｃ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本身就是负税人 

Ｄ增值税的纳税人本身就是负税人 

4、下列可能作为扣缴义务人的有（ABCD）。 

A 机关  B社会团体  C学校  D合伙经营者 

5、我国现行税率大致分为（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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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定额税率  C 累进税率   D 差别税率 

6、 我国现行税制的纳税期限有（AB）。 

A 按期纳税  B 按次纳税  C 预约纳税  D 固定期限纳税 

7、下列关于流转税的说法正确的有（ABD）。 

A 流转税一般具有间接税的性质 

B 以纳税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流转额为征税对象 

C 不容易被纳税人接受 

D 征税范围比较广泛 

8、下列关于所得税的说法正确的有（ACD）。 

A 纳税人和实际负担人通常是一致的 

B 与其他税类相比较易纳税人接受 

C 便于贯彻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税收原则 

D 税负不易转嫁 

9、按计税标准分类，税收可能以分为（AC）。 

A 从价税  B 定额税  C 从量税  D 比例税 

10、下列关于从量税的税法正确的是（ABCD）。 

A 以征税对象的体积、面积、数量等实物量为标准计征 

B 我国的车船使用税属于从量税的范畴 

C 可以与从价税同时适用于同一税种 

D 不受征税对象价格变动的影响 

11、下列各项中属于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是（B）。 

A 征税人 B课税对象 C 纳税人 D 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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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CD）。 

A 关税  B 营业税  C 房产税  D 契税 

13、下列税种中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有（ABCD）。 

A 个人所得税  B 资源税 C 企业所得税 D 增值税    

14、下列关于直接税和间接税的说法正确的是（ABC）。 

A 直接税纳税人与负税人是一致的    B 间接税的纳税人与负税人不

一致     C 个人所得税属于直接税        D 消费税属于直接税 

15、下列关于价内税判断正确的是（ABD）。 

A 消费税属于价内税    B 营业税属于价内税 

C 增值税属于价内税    D 价内税主要针对流转税而言 

16、下列税种中属于我国征收的特定税范畴的有（AB）。 

A 城建税  B 资源税  C 遗产税  D 增值税 

17、下列关于价外税的说法正确的有（ABCD）。 

A 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B 与企业的成本、利润没有直接

的联系  C 只有价格的一个附加或附加比例  D 增值税就是价外税 

18、影响税收负担的主要因素有（ABC）。 

A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B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C 国家财政收支状况         D 人民生活水平 

三、填空题

1、税收制度的核心是税法。 

2、计税依据可以分为从价计征和从量计征两种类型。 

3、征税对象是征纳双方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目的物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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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价内税和价外税。 

5、累进税率根据计算方法和依据的不同，可以分为全额累进税率、超

额累进税率、全率累进税率和超率累进税率四种。 

6、按照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的归属分类，税收可以分为中央税、

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三种。 

7、按税收负担是否能够转嫁分类，税收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 

8、按税收收入的用途分类，税收可以分为一般税和特定税。 

9、税收效率原则是指政府征税，包括税制的建立、税收政策的运用和

整个税收管理，都应讲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则。 

10、微观税收负担是指纳税人实纳税额占可支配产品的比重。 

11、税收公平原则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两个层次的内容。 

12、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的计算公式为税收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国民

收入税负率的计算公式为税收总额/国民收入。 

13、纳税地点主要是指根据各个税种纳税对象的纳税环节和有利于对

税款的源泉控制而规定的纳税人的具体纳税地点。 

14、税负转嫁主要有前转嫁、后转嫁、散转嫁和税收资本化等几种形

式。 

四、判断题

1、纳税人和负税人是一致的。（×） 

2、各税税法规定了一个国家的税种设置和每个税种的精神。（×） 

3、税目、征税对象和税率构成税制的基本要素。（×） 

4、从法律角度划分，纳税义务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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