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和谐税收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和谐税收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就内涵而言，和谐税收

既要保持与和谐社会的一致性，又要体现税收自身的特殊性

和具体内容。笔者认为，和谐税收应该注重税收的公平与效

率，贯彻依法治税的思想方针，推进纳税服务，维护经济增长，

促进个人（企业）、政府与自然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和谐税收主

要包含以下内容：淤和谐税收是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税收；于和

谐税收是法治税收；盂和谐税收是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榆和谐

税收是诚信税收。

和谐税收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从整个税收活动的流程来

看，和谐税收可以具体表现为税收理念的和谐、税收立法的和

谐、税收管理的和谐、分税的和谐、用税的和谐。下图包含了和

谐税收的多种表现形式：

二、和谐税收的理论基础

1. 和谐社会的科学思想。和谐社会要求社会系统的各个

方面有机结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税务机关作为社会系统

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为现代化建设筹集资金，扶持

弱势群体，推进社会进步，促进社会稳定，从而理应做到税收

的和谐，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税收最坚实、最有力的理论基

础。没有税收的和谐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蕴含

和谐税收。

`2. 可持续发展理论。税收的可持续发展即是可持续发展

战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反作用于经

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税收与经济相适应，税收的增长应该与经

济的增长保持同步，做到税收与经济的和谐，这也是和谐税收

的应有之义。另外，和谐税收要求税收在生态、环保等方面起

到良好的调节作用，促进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这就与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不谋而合。

3. 税收合作信赖主义。税收合作信赖主义认为，税收征

纳双方的关系就其本质来讲是相互合作、相互信赖，而不是对

抗性的。一方面，纳税人应当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及时缴纳税

款，税务机关有责任向纳税人提供完整的税收信息资料，征纳

双方应建立起畅通的税收信息的联系和沟通渠道；另一方面，

没有充足的依据，税务机关不能对纳税人是否依法纳税提出

质疑，纳税人有权利要求税务机关信任自己。只有征纳双方诚

信合作，携手共进，才能营造出和谐的税收环境，才能建立和

谐的征纳关系。

4. 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是和谐税收的前提，依据现

代税收理论和税收实践的规律，税收公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一是定税公平，即制度性公平；二是征税公平，即管理

性公平；三是分税公平，实质上是一种体制性公平；四是用税

公平，实质上是一种权益性公平。此外，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理

解，如果税负不公，纳税人就会产生怨言和不平衡心理，自觉

纳税的积极性降低，守法的纳税人也会在“示范效应”的作用

下偷逃税。因此，纳税人之间的和谐也有赖于税收公平原则的

贯彻实施。

5. 良性税收竞争原理。税收竞争是指各地区通过竞相降

低有效税率或实施有关税收优惠措施等方式，吸引其他地区

财源流入本地区的自利行为。税收竞争的动机在于政府“经济

人”假设，而财政分权为税收竞争提供了可能。税收竞争有恶

性和良性之分 ，恶性税收竞争会侵蚀税基、扭曲税负、误导资

本流向、增加征税成本，最终导致双方的福利净损失；而良性

税收竞争能起到完善税制、堵塞政策漏洞、提高征税效率等作

用。良性税收竞争的存在为我们构建和谐税收以及征税人（政

府）之间的和谐奠定了科学基础。

如果将和谐社会的科学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理解为构

建和谐税收的宏观思想渊源，那么税收合作信赖主义、税收公

平原则以及良性税收竞争原理就是构建和谐税收的微观理论

基础，它们共同为和谐税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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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和谐税收的内涵入手袁探寻和谐税收的思想渊源袁探索和谐税收的实现途径袁为我国和谐税收的实现提

供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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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和谐税收的政策建议

1. 坚持依法治税方针，淡化税收计划。依法治税作为税

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税收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既是贯彻依

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也是建

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税收与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依法治

税要求税务人员在征税过程中严格执行税收法律法规及按照

执法权限和执法手续征收税款，不越权办事、越权减免，不征

过头税，做到“有税尽收，无税禁收”；依法治税要求纳税人在

纳税过程中以税法为准绳，既不多交税也不少交税，对于没有

法律依据的税收可以拒交，对于税务机关不合法的具体行政

行为可以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在税收实践中，税收计划影响依法治税。税收计划与依法

治税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但是将税收计划作为考核税务工作

的重要指标且税收计划不切实际时，税收计划就会阻碍依法

治税的进行。我们看到，目前的税收计划就产生了“过头税”、

“有税不收”、“卖税”、“买税”等现象。因此，要构建和谐税收，

就必须加强依法治税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淡化税收计划在

业绩评价中的权重。

2. 注重税收公平。税收公平是社会公平在税收领域的扩

展，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公平正义是税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基

本要求。从税制角度看，一是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这是促进经

济公平的重要税收对策。这不仅有利于行业、企业之间的税负

公平，而且对扩大需求、创新技术具有积极作用，可谓兼顾公

平与效率。二是完善消费税税制，发挥其特殊调节作用，适时

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增强其特殊调节的合理性。 三是建立

法人所得税税制。按照国际通行的法人标准对纳税主体进行

法律分类，对具备法人资格的实体课征法人所得税，对自然人

课征个人所得税，这样可以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创

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同时，统一计税标准、统一税率、统一

税收优惠政策。四是完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应充分体现

“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普遍推行自行申报纳税制度，

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以综合为主的课税办法，分类课税实

行比例税率，综合课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从税收征管角度理

解，税收公平要求严格以法律法规为标准，做到税法面前人人

平等，体现公平、公正、透明。

另外，适时开征新税种，如遗产税、赠与税、社会保障税

等，建立税收公平的声誉体系和社会网络关系，为构建和谐税

收保驾护航。

3. 提倡诚信税收。诚信就是诚实、守信，是全社会都必须

遵守的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诚信税收涉及征纳两个方面，表现

为征税人诚信征税，纳税人诚信纳税。税务机关应该建立让纳

税人广泛参与、公开透明的沟通协调机制，增加纳税人对税收

的知情权、监督权，方便纳税人纳税，满足纳税人的合理要求，

增强征纳双方的良性互动，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纳税人

创造一个法制、公平、文明、高效的税收环境，实现税务系统与

社会、纳税人的和谐。

诚信纳税是每一位纳税人都应该具备的道德标准。纳税

人如果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偷税、逃税甚至抗税，得到的只能

是当前的利益，失去的将是诚信和信誉。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信

誉、品牌和实力的竞争，失去了信誉也就失去了企业的安身之

本，因此只有坚持守法经营、诚信纳税，才能树立良好的商业

信誉和形象，实现企业（个人）的长远发展。

4. 实现税收的可持续发展。税收的可持续发展是税收数

量和税收质量的有机结合 ，强调数量与质量并重，要求税收

与经济相协调。首先，树立正确的税收观。拉弗曲线的临界点

只是税收收入最大时的税率，而不是税收的最优税率，因为税

收收入最大化并不等于国民产出最大化，税收的目的除了取

得收入之外还在于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和稳定经济。因此，税

收收入最大化并不是正确的税收观。其次，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税收机制。一方面，课税不伤及税本，正如日本财政学家小川

乡太郎所说：税本是基础，税源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结果。如

果将税本比作一棵树，税源就是树上的果实，我们只能采摘果

实，而不能伤到树；另一方面，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

严征管”的原则建立科学的税收制度和切实可行的税收管理

体制。

此外，税收制度只有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才能显现其效果。

因此，应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加快信息化建设进程，从而保

证税收政策的贯彻落实。

5. 利用税收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充分运用税收手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运用零

税率甚至财政贴息的方式鼓励发展低能耗、无污染的产业和

产品，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与合理开发的约

束机制和补偿机制，引导资源型地区和城市适度、合理地开发

资源，谋划接续产业的发展，并预先积累必要的财力，以便资

源枯竭时顺利实现转型。

（2）完善资源税的征收。在现行基础上，将那些必须加以

保护的资源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

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的税种如土地使用

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

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

渔业资源费等也并入资源税。同时调整计税依据，对非再生

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

开发。

（3）开征环保税。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将现行的

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以

此建立健全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促使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

视，发挥税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

和谐税收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探索、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只

有不断总结税收活动的规律以及认识税收与社会经济活动的

相互联系和影响，才能促进税收与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加

快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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