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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守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 。

研究成果涉及经济法理论、财税法、竞争法、信息法、社会法、国际经济

法等多个领域，较为重要的著作和教材有 《 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 》 (1993 年）、

《 信息法学 》 (l99 5 年）、 《 税法原理 》 (1999 年）、 《 税法的困境与挑战 》 (2000

年）、 《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 》 (2004 年）、 《 财税法疏议 》 (200 5 年）、 《 财税法学 》

(2007 年）、 《 经济法总论 》 (2009 年）、 《 经济法学 》 (2012 年）、 《 分配危机与

经济法规制 》 (201 5 年）、 《 当代中国经济法理论的新视域 》 (2018 年），等等 。

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2 年），获教育部首届“青

年教师奖”(1999 年）、入选教育部首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4

年）；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09 年、 2019 年）、司法部

首届法学研究成果和法学教材一等奖 (2002 年）等多项省部级奖励 。

现任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司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 。



第十版前言

我国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税法对于落实新

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 随着国冢改革和法治的全面推进，

税法理论和税法制度亦有新的发展，为此，有必要出版 《 税法原理 》 （第

十版） 。

此次修订，着重体现了我国税收立法的最新进展，特别是 《 契税法 》《 资

源税法 》《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 印花税法 》 的新内容；同时，结合税法理论研

究和税收体制改革的深化，探讨了税法与诉讼法的关系，以及在 《 民法典 》 编

纂完成后的税收立法趋势，介绍了有关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新成果，以及在全

球化和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税收合作等；此外，还对全书内容进行了仔

细订正，补充或完善了相关部分的论证，简化了环境税法等部分的内容，力求

使相关文字表述更为精准、畅达。

《 税法原理 》 从 1999 年首次出版到 2021 年的第十版，见证了我国改革开

放以来的多次税制改革，以及税法理论和制度的日臻完善。在此特别感谢北京

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对法学著作和教材出版的支持，尤其是不同版次的责任编

辑邹记东、王晶所做的大量工作；同时，也特别感谢广大读者的包容和鼓励。

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不足，诚望读者方家 多 予雅正 。

作者

2021 年 6 月 21 日

千北京大学法学院科研楼



第九版前言

自 《 税法原理 》 （第八版）出版以来，随着“税收法定原则”的逐步落实，

以及“减税降费”的推进，我国的税法制度又发生了巨大变化，迫切需要修订

出版 《 税法原理 》 （第九版）。

本次修订，主要结合我国 《个人所得税法 》 的大幅度修改、 《 车辆购置税

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 的出台，以及增值税法、关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

船税法、环境保护税法、船舶吨税法等税收实体法制度的局部修改，对相关内

容作出了调整；同时，还将税务登记制度、发票管理制度、涉税专业服务监管

制度、税务复议制度等税收征纳法、税收争讼法制度的最新变化体现其中。

此外，本次修订还对基础理论部分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优化，对全书的文字

表述进行了相应校订 。 由于近几年税法制度变化剧烈且频繁，因而本书的修订

频率亦相应提高，以体现税法理论和制度的最新发展 。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晶编辑细致的编辑工作。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诸多

不足，诚望读者方家多予匡正。

作者

2019 年 5 月 25 日

于北京大学法学院科研楼



第八版前言

《税法原理》（第七版）自 2016 年出版以来，曾于 2017 年重印时增加了环

境税制度的相关内容，随着近期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税收立法的提速，

有必要结合相关制度的较大调整，修订出版《税法原理》（第八版）。

本次修订主要涉及增值税法、营业税法、烟叶税法、船舶吨税法等相关内

容的调整。结合＂营改增＂的全面推进以及营业税制度的被废止，调整和增加

了增值税制度的相关内容；此外，依据新出台的《烟叶税法》和《船舶吨税

法》，还补充了这两类制度的相关内容。

基于近年来我国税法制度的较大变化，本书相应调整了税收的分类，并依

据相关性原则和适宜性原则，对章节设置作出了重新安排。其中，在商品税制

度的部分，取消了营业税制度的内容，增加了烟叶税和车辆购置税制度；在财

产税制度的部分，将原来车船税制度的内容改为车船税与船舶吨税制度，同

时，将传统的财产税税种制度前置，并相应将资源税与环境税制度置于其后。

另外，本次修改还结合 多个领域较小的制度变化相应作出修改，以体现税收立

法的最新变化。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王晶编辑和邹记东主任多年来所做的大量深入

细致的编辑工作。随着税收法定原则的不断落实，我国的税法制度正处于“转

型升级”的重要历史时期，税收法治建设还有待于学界同仁和社会各界共同推

动。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诸多不足，诚望读者方家匡谬雅正。

作者

2018 年 5 月 16 日

千北京大学法学院科研楼



第七版重印说明

自 《税法原理 》 （第七版）出版以来，我国的税法制度又发生了一些新变

化，有关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企业所得税等制度，都不同程度地被修改。

为此，本书重印时在相关章节对上述制度变革作出了相应体现。

此外， 2016 年 12 月 25 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税法 》，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后制定的第一部税收法律，由此

会带来我国的税法理论和税法体系的重要变化 。 有鉴于此，本书在第十一章

“财产税法律制度”的部分专设一节，介绍“环境税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

同时，对该章的内部结构作出相应调整，即把传统的财产税制度予以前置，而

把资源税、环境税等广义的财产税制度放在该章的后面，这样更能体现相关税

种制度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

感谢北大出版社王晶贵任编辑所做的大量深入细致的编辑工作；对于本书

可能存在的诸多不足，诚望读者方冢多予匡正。

作者

2017 年 5 月 15 日

千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第七版前言

自 2012 年本书出版第六版以来，国家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

治国，并将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治建设提升到事关国家整体治理的新高度，

由此不仅带来了税法制度的巨大变革，也推动了税法理论的新发展。在这种形

势下，非常有必要出版 《 税法原理 》 （第七版）。

2014 年，我国在实质上启动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 由于“全面落实税

收法定原则”巳体现在我国 《 立法法 》 的相关规定中，它不再只是学界的共

识，而是国家税收法治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税收立法受到了空前

重视，税法的制度变迁几乎体现在税法的各个领域 。 无论是“营改增”导致的

营业税和增值税制度的此消彼长、消费税征税范围的调整、资源税的改革试点

以及其他财产税制度的变革，还是＂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CBEPS) 问题所带

来的诸多挑战以及由此形成的广泛国际税收合作；无论是在简政放权、互利共

治思想下进行的税收征管方面的诸多改进，还是在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所形成

的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都需要在 《 税法原理 》 （第七版）中加以体现 。

因此，本书的此次修订，不仅要在相关理论和文字表述上力求简明畅达，

还要及时反映各类税法制度的重要变化。通过观察这些变化，读者可以更好地

理解中国税收法治现代化的方向。与此同时，考虑到在新的历史时期，税收征

纳实体法的制度变化巨大，是理解未来税收征纳程序法变革的基础，因此，在

本次修订过程中，在第二编＂征纳制度”部分，将实体法制度置于程序法制度

之前，以期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税法制度未来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更全面地把

握整体税法的基本原理 。

非常感谢北大出版社王晶编辑和邹记东主任多年来所做的大量深入细致的

编辑工作。目前，我国的税法制度仍然处于剧变之中，许多方面的问题还有待

于深入挖掘 。 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诸多不足，诚望读者方家多予补正 。

作者

2016 年 7 月 12 日

千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第六版前言

当前，我国正在运用各种手段，努力调整经济结构，缓解收入分配差距，

改善资源、能源、环境状况，不断提升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质

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税法变革，全面推进税法的理

论研究和制度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 税法原理 》 （第六版）出版了。

近几年来，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增值税、营业税等商品税的制度改进，还多

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并在资源税、车船税等领域作出较大变革，推出了

新的 《 资源税暂行条例 》 和 《 车船税法 》；同时，在税收征管领域，进一步完

善了涉税发票管理制度、税务稽查制度等。税法制度的上述新发展，都需要在

《税法原 理 》（第六版） 中加以体现 。

此外，为了更加简明、 畅达地表述税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需要对全

书文字进行全面审校。在此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所作出的辛勤

努力。

我国税法的制度建设巳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创新

税法理论，提炼税法原理，以更好地指导税法的制度实践。对于本书可能存在

的各种不足，敬请读者方家多予指正。

作者

2012 年 3 月 18 日

于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第五版前言

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各国 必须采取各种手 段 ，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基于税收政策、税收制度在化解危机、确保稳定、促进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国积极实施增值税转型、成品油税费改革，并采取 多 种税收措施，促进证

券、房地产等市场的发展，鼓励投资 ，拉动内需，激励消费，以推动经济与社

会的协调发展 。 而采行上述举措的重要依据，则是 2008 年以来我国制定或实

施的相关税法规定 。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的 《 企业所得税法 》 及其 《 实施条例 》 以及

《 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 等税收法律、法规开始实施；在 2008 年年底，我国进

一步推进了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大商品税的立法，新修订的 《增值税暂

行条例 》《 消费税暂行条例 》《 营业税暂行条例 》 及其 《 实施细则 》 ，均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 上述商品税制度的变革，不仅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且

也是为了使整个商品税制度更加协调和完善，从而为提升商品税立法的级次和

质量奠定基础 。 与商品税制度的变革同步，我国还废止了 《城市房地产税暂行

条例 》，实行统一的房产税制度 。 上述法律制度上的巨变，都是 《 税法原理 》

（第四版）出版后发生的，为了体现这些新的变化，需要出版《税法原理 》 （第

五版） 。

《 税法原理 》 （第五版）在体现上述商品税、所得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

等制度变化的同时，还提炼了这些领域新生的税法原理，并修订了全书中与上

述变化相关的内容。此外，本书还结合海关复议制度的调整，更新了税收复议

制度的内容，以确保各个部分的新颖性与严谨性 。

感 谢北大出版社法律部邹记东副主任的辛勤工作，感谢学界、实务界同

仁、专家的长期支持 。 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各类不足，尚希读者方家多予

指正。

作者

2009 年 2 月 9 日元宵节

千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第四版前言

自 2004 年 1 月拙著 《 税法原理 》 （第三版）出版以来，我国的税法制度又

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取消农业税，开征烟叶税，对消费税、关税、车船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制度做较大调整等，特别是统一的 《 企业所得税法 》 的制定，

更是引人注目。虽然在 《 税法原理 》 （第三版）的历次重印过程中有些新内容

亦被不断补进，但仍不足以充分反映税法制度的新变革，为此，有必要再出

《税法原理 》 （第四版）。

《 税法原理 》 （第四版）不仅要反映上述税收实体法制度的最新变化，而且

还要体现近年来税收程序法制度的最新调整，这对于全面理解税法原理和正确

适用税法制度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本书不仅对税收征纳实体法的有关内

容做了较大更新，而且还改写了税收征纳程序法的有关部分，以力求确保相关

内容的新颖性和准确性。

此外，本书已被教育部确定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体现了国家

对税法和税法原理的重视，体现了税法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提高，以

及各界人士税法意识的增强。事实上，随着人们对税法原理认识的日益深化，

税收法治的水平也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对于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诸

多 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

再次感谢北大出版社邹记东先生的辛勤工作，感谢法学、经济学等领域的

学界同仁以及财税实践部门的相关专家的长期支持。对于本书可能存在的各类

问题，诚望读者方家不吝雅正 。

作者

2007 年 3 月 28 日

千北大法学院科研楼



第三版前言

拙著 《税法原 理 》 于 2001 年 5 月再版后， 承蒙读者厚爱， 巳 多次 重印 。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和成功”入世＂，相关的税法制度亦变化频仍 。

为了体现上述领域的最新发展和变化，需要对第 二版的相关内容做 出相应 修

改，并对既存的少许印刷讹误再予校正。

税法制度变动不居，而税法原理则相对稳定。此次修改，仍然保持第二版

的基本框架，对原理部分不做实质改动，以体现“税法原理”的相对恒久性。

税法原理的发展是渐进的， 《 税法原 理 》 当在历次修改中关注并及时反映其变

化，以不负读者的厚望。

税法制度之频繁变易，其他法律制度大概无出其右，这既会给读者、编者

平添诸多不便，也会增加税法研习的难度和魅力。感谢北大出版社的一贯支

持，特别是责任编辑邹记东先生的有效工作。对于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尚希

硕彦方家不吝匡谬。

作者

2003 年 7 月 14 日

千北大法学楼



再版前言

拙著 《 税法原理 》 于 1999 年 8 月首版首印后，巳应需重印。此次再版，

除对原版既存的少许印刷讹误再行校正外，又对原版的体系和内容做了较大的

调整。主要是将全书内容分为基础理论、征纳制度、争讼制度三编，同时，增

列了若于章节，添加了原版因该套丛书宗旨局限所不便融入的内容，特别是其

他学者在税法研究领域的前沿成果以及本人的研习偶得。对于多数读者而言，

本书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当比原版有更大的新颖性和合理性。

一如在原版后记中所言，本书的再版同样要感谢北大出版社的支持，特别

是本书责任编辑邹记东先生的辛勤劳动。同时，由于税法学研究发展迅速，问

题层出不穷，难以润悉无漏，因而尚希读者方家多予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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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11 月 30 日

千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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