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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财税法学界有人极力主张、反复宣传“税收法

定主义”, 认为在推进税收立法和制度建设中必须强调税收

法定主义，这其中的“法”是指法律，并不包括行政法规。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更不符合中国国情。

首先，让我们看看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强调“税收法定

主义”的人说这是立法法明确要求的。《立法法》第八条确

实规定一些事项要制定法律。但是，第九条规定 :“本法第

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

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

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

法制度等事项除外。”这些除外事项，才是真正的法定主义。

《立法法》第八条规定要制定法律的事项包括“财政、税收”

基本制度，但是，如上所述，税收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

根据实际需要先制定行政法规。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根据

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暂行条例或条例，对

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

几部税法，都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税法实施条例或细则，这

是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

不包括行政法规的说法，国务院制定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都

是违背立法精神的。这种观点能够让人们认同吗？这不过是

对法律规定断章取义、标新立异而已。

其次，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

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与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根本不同，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立法制度。我国的法律制

度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国务院制

定的行政法规，以及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自治条例、国务院部门规章和省级政府

规章等。正是这些层次不同、效力等级不同的法律法规相衔接、

相协调、相配套，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保证社会生活的

正常秩序。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从 1986 年开始在全国人

民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这里的“法”包括上述整个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和税收制度分中央税、地方税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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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如果“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只是

指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当然更不包括省级人大和政府有

关税收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那地方税如何征收管理？现在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和省级人大及政府对一些地方税如营业

税、契税等等的税率或税额有一定的确定权和税款减免权，

按照 “税收法定主义”的观点，地方行使这些税权难道不符

合立法精神？西方国家，特别是联邦制国家也都分中央税和

地方税，这些国家地方政府的地方税和规费收入也要通过国

家议会立法？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再从税收的性质看。税收不仅是财政收入的主要

来源，也是调节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具有很强

的政策性。1997 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从美国开始

的世界金融危机，如果不是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决策，适时

提出和实施包括税收在内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保证

我国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吗？在两次危机面前，我国取得

的成绩举世瞩目。这里就有适时调整税收政策的功劳。如果

按照“税收法定主义”,“法”不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主张，

凡是调整税收政策，包括关税和出口退税等，都必须通过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政策的时效性必定打折，且时过境迁，

原先的法律内容必定会随形势的变化有新的更改。频繁地变

动法律，必定会丧失法律的威信并抑损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度。

还要看到我国正在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

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税制改革也是如此，有些问题

一时看不准，先由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制定税收暂行

条例，待条件成熟，问题看准以后，制定法律，这样更稳妥。

如果按照“税收法定主义”的主张，我们还敢搞税制改革吗？

第四 ,“税收法定主义”者的本意是通过强调“法定”，

来遏制政府权力对公民财产的不法侵害，保护纳税人的合法

权益。因为税收涉及纳税人的基本人权，即财产权。殊不

知 ,“法”外“法”立法的灵活性更能满足纳税人权力保护

的现实需要。如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行政许可法》、

《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等，都有保护纳税人合法

权益的具体规定，充分体现了各级人大、政府及财税部门在

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上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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