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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收行政自由裁量权 是指税

务机关在税法规 定的范围

和幅度内，根据具体情况，

对税务行政行为的方式、时限、种类

等的选择权。如 果运用得当，自由裁

量权能够很 好地沟通法规政策和实

践工作，提高税收工作的效率。

当前税收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滥用

或不能合理、公正 和公 平地运用自由

裁量权的情形，主要表现 为 ：动机和

目的不正 当，即税务执 法人员在执法

时，其行政职权的行使 不是为了维护

国家和公 共利益，而是基于税务执法

人员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假公 济私，

使税收自由裁量权成为个人谋私的工

具；反复无常，朝令 夕改，即税务机

关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 处罚时，

无任何确定标准，今天这样，明天那

样，对甲这样，对乙那样，翻来覆去，

任意所为，使相对人手足 无措。因此，

有必要规范税收自由裁量权。

（一）合理压 缩自由裁量的空间。

目前，我国税收 立法存在的问题 主要

是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这就要求权

力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 强税收 法律

的可操作性，尽可能地缩小自由裁量

权的广度和幅度。既要对现存的税收

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完善，也要在新的

立法中作出努力。立法技 术上除了不

得已 在一些税 收 基本法律中使 用不

确定概念的情况外，在有关税务管理

的具体规范中应尽量避免用词的模糊

性，使 法律规定做 到具体、明确、有

可操作性。另外，要加 强税收 立法的

解释工作。税收立法已经决定授予自

由裁量权后，就要对其行使的条件、

运行的范围、事实要件的确定等通过

实施细则等方式，做 出准确科学的立

法解释，从源头上尽量减少裁量空间，

使 裁量标 准更加 确定，权 力更加 明

晰，操作更加 方便。尤其是税务行政

立法主体行使行政法规 和规章的解

释权，对于正 确落实税 收 法律规定，

指导和制约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

使，更具有直接 而重要的意义。

（二）完善税收程序立法。各国立

法经验表明，要从实体上控制行政裁

量权，往 往 难以 获得令人满意的效

果。于是，人们转而致力于对行政裁

量的程序控制，通过程序的公 开和公

平原则，将法律规范所设 定的适当程

序适用于税务行政裁量过程中，将行

政裁量的依据、标准、条件、决策过

程和选择结果予以 公 开，这些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典中较为普遍

的内容。我国还没有制定统一的《 行

政程序法》，《 税收征管法》也是实体

法和程序法的统一，很 多执法环 节缺

乏程序或者程序杂乱无序，这使得我

国的税收执 法缺乏 统一的程 序来规

范，加上很多税务人员根本不重视税

收程序，这样无疑 更容易使税收自由

裁量权的运行产生偏差。完善的税收

程序法，是税收行政自由裁量权运行

的红绿灯。它本身所具有的预 定性和

公 开性能够有效地限制自由裁量权运

行过程中的错位 现象，为防止自由裁

量权的滥用创设了一种公正的法律机

制。因此，关注税 收程 序法制建设，

制定或完善比较详尽的税收程序法，

将是提高税收执法质量，增强执法行

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较好控制自由

裁量权的重要措施。

（三）建立纳税人、中介机构或代

理机构参与机制。按照税收程序的参

与原则，允许受征税权力运行影响的

人参与征税权力的运作过程，使纳税

人在税收程序中成为具有独 立人格

的主体，而不致成为为征税权随意支

配的、附属性的客体。通过纳税 人、

中介机构或代理机构参与制定征税

规则和具体征税决定过程，一方面使

各项规章制度更合理、简明、可行，另

一方面也可以有效地监督税务机关的

权力行为，防止其随意行为。

（四 ）强化内部控制和审查，完善

救 济制度，推行税务行政责任 制度。

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 高税务执

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另一方面要加 强

职业素质教育，保持税务行政执法队

伍的廉洁高效。同时，对税务行政决

定加 强审查，及时制止和矫正 不当的

税务行政行为，完善救 济制度，使侵

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推行税务行政责

任制度，各级税务机关通过税务行政

内部责任的落实，促 进税务机关及其

税 务执 法人员守法尽职。同时，通过

执法过错追究的方式可以 更加明确追

究违法者的责任，从 而确保提高税务

执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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