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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中国税法学的现代化：标志、体系和差距  

本文来源：厦门大学国际税法与比较税制研究中心

  一、引  言 

   

  在2000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笔者曾经提出了“中国税法现代化”的命题，但对其整体体系始终感

到难以完全把握，至于如何与具体制度相结合，更是无从下手。适逢此时，刘剑文教授主编的《税法学

（第二版）》（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版，以下简称“《税法学》”）和《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二书相继出版，让笔者感觉到豁然开朗，或许对“中国税法现代化”命题作一阶段性梳理的

机到了。[1] 

   

  二、标志和体系：中国税法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现代总是与传统相对而言的。在新中国，税法学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七、八

年的时间。20世纪末以前，相对于其它法学学科发展的蓬勃态势，税法研究却仍然以“税收制度研究”

面目在税收经济学的圈子里“邯郸学步”，其所存在的问题，已有学者作了较为全面和客观的分析。[

笔者则将20世纪 80年代中期至20世纪末的这一段时期称为传统税法学阶段。 

  从20世纪末开始，在研究力量的壮大、研究资源的挖掘和研究视野的扩大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中国税法学进入了一个快速、繁荣的发展时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税法的概念与本质、税收法律关

的性质与结构和税法的价值与原则等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界定，目前的税法学研究表现出

传统税法学的极大突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崭新局面；笔者将之称为现代税法学阶段。 

  中国税法的现代化，实际指的就是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可以大致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以考

察。从实践方面看，立法可以被认为是实践之先。如果我们把2001年《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时对合同法

中代位权和撤销权制度的援引作为起点的话，[3]那么我们就可以将税收立法现代化标志的体现寄托于已

列入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税收基本法》的出台，至于税收司法、税务行政等其他实践环节中税法

代化的标志，还需耐心的等待和发掘。从理论方面看，虽然从20世纪末以来，涌现出了不少富有创见的

究成果，但真正作为一个较完整体系呈现出来的税法学，应属刘剑文教授先后主编的《税法学》和《财

法学》二书。同样，如果把20世纪末以来涌现出的税法学研究成果视为中国税法学现代化的起点的话，

者以为可以将《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作为中国税法学开始全面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标志。 

  中国税法的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的

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其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尽管目前给“中国税

法现代化”作一个描述性定义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可以简单地将其目标归纳为“税收法治”

（Rule of Tax Law）的实现。至于中国税法学现代化的具体内容，结合《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

来看，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4]这也是笔者之所以将两书作为中国税法学现代化的

志的原因。  

  第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两书表现出对传统税法学的极大突破。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至

世纪末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说，而马

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

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

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



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

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

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总而言之，笔者以为，其中最根本、最关键的因素乃是传统税法研究缺乏自己

的基本理论。这是传统税法研究面临的最大理论困境。 

  而《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恰恰就针对传统税法学的上述根本缺陷作出了突破。这一突破主要

表现在对税收法律关系的债务关系性质的定位，以及将税收债务关系作为整个税法学基本理论的核心。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其对税法学的重要性和意义可简单归纳为两点：一是税收法

律关系作为税法调整对象的法律表现形式，几乎可以体现出税法的所有特征；二是税收法律关系所包含的

“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构成方式，也几乎涵盖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各个方面的内容。

因此，日本著名税法学家金子宏教授认为，“税法学可称为以对税收法律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为目的

的法学学科。”[5]而将税收法律关系作为债务关系的定性，也无疑为中国税法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供了契机。 

  第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的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传统税法学，或者

根本不涉及税法意识问题，或者把税收经济学者所研究的“纳税意识”直接移作己用。这种做法由于将税

法意识的主体仅限于纳税人，所以实际反映的是“人治”观念，体现出“不平等”的片面性。在税法学

材中，《税法学》则首次将税法意识问题专章（第九章）予以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表现出与传统的截然不

同，笔者将之称为对税法意识的重构。 

  所谓重构税法意识，首先，是要以“税法意识”来统领“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从而改变传统

税法学将“纳税意识”片面地等同于“税法意识”、而根本不涉及“征税意识”的错误做法。《税法学

第九章就将税法意识定义为：“主要是指社会上人们对于税收现象和税法现象的认识、态度、评价和信

仰，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对于税收和税法的主观意识与观念。”[6]并对税法意识的含义作了较为全面的

理解分析，如认为税法意识的主体既包括作为纳税人的国民，还包括国家和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立法机

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上述各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将税法意识的体系界定为包括税法心理、

法思想和税法信仰在内的三层结构等。 

  其次，是要开始培养征税主体的征税意识和重新培养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并且明确征税意识和纳

意识二者之间不可割裂、协调一致的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对应和必然结果。

《税法学》第九章在这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该章以“税法意识的内容”为框架，把税法的意识与

收的正当性、税收的合法性和对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界定等问题联系起来，论证了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

者之间的协调统一性。而且，该章在叙述了税法意识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税法意

现代化”的命题，论证了税法意识现代化的标准和方式；也即论证了在现代社会如何培养税法意识的问

题。 

  第三，在法律原则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税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传统税法

习惯直接借用税收学的基本原则作为税法学的基本原则。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将西方国家税

基本原则之一的税收法定主义介绍到我国之后，[7]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学者问津，

此后便掀起了对税收法定主义加以研究的热潮。这以后的税法学教材、包括《财税法学》一书在内也大多

将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学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 

  笔者以为，税收法定主义作为中国税法现代化组成部分之一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凸现了税法基本原

真正的法学意味，而且在于我们能够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掘出来的“同意”的核心要素。[9]换言之，

税收法定主义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以“同意”作为人民纳税与国家征税的唯一前提；这种“同意”从抽象

面上看，又构成了人民和国家为达成就税收问题的“契约”而进行的“意思表示一致”。依笔者之见，

由此种就税收而同意并达成的“契约”在法中的表现形式，包括两个层次，首先是“税收法定主义”本

身，这是人民与国家之间就税收问题所达成的最根本的契约，是一种概括式的同意，此种同意必须在宪

中加以体现；其次是“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可以视为上述根本契约的具体化，即税收活动所依据

之法乃是依据此根本契约——税收法定主义，经由人民代议机关通过对国家征税的具体个案、或者说具体

税种进行讨论，并以决议的方式以及法律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契约”。 

  由此，税收法定主义进而还影响到了税法学基础理论的其他方面。例如，它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务关

系性质提供了理论支持，使我们可以将税收之债从抽象层面上确定为是一种“契约之债”。再如，通过对

税收法定主义以“同意”为核心的历史意义的发掘，为我们重新认识税收（债务）法律关系主体双方地位

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佐证。“同意”或称“意思表示一致”本身就表明缔结“税收契约”的双方主体、

即人民和国家之间是平等的。虽然，这种“同意”是一种理论层面上的抽象概括，但必然会影响到制度

面上的具体实践；加上我们对传统税法学所主张的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观点的批判性分

析，最终得出其主体各方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的结论。[10]而这也正是《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浓



墨重彩、着力论证之处。两书均以单独一节从税收的经济本质、法治理论和税法的发展史的角度分别论证

了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问题。（参见《税法学》第95-103页，《财税法学》第348-352页）《税法学

一书还在阐述了认识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的意义之后，指出了其实现的方式和途径。（参见《税法学》第

103-107页） 

  第四，在制度建设方面，将税收实体法定位为税收债务法，以“债”的观念为核心来构建和阐释税

实体法律制度。 

  传统的税法学教材中，税收实体法主要就是税种法，按照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和行为税

的顺序排列。而在税法学较为先进的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是从债的角度来阐释税收实体法的。

这种方式虽然在我国大陆地区早有介绍，但在《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之前，尚无人予以借鉴和援

用；可以说，二书在这方面开了我国大陆地区的先河。 

  笔者以为，税收债务法，从名词上看，虽然更多地表现为是一种制度，且主要是税法与私法进行多方

位结合的产物。但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就会发现“税收债务法”的提出，并非仅仅是一个名词或者一个

度那么简单。 

  首先，制度的创建与形成必然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税收债务法正是在对传统税法学基础理论加以反

思与重构的前提下才得以产生的。将税收作为一种“公法之债”的认识，在我国学界还存在着很大的争

论，不仅民商法学等法学学科和税收经济学科的学者尚未予以认同，即便是在税法学界内部反对者也有人

在。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将税收实体法作为税收债务法已是一种常识，1977年的《德国租税通则》修订

时，其规定有关纳税人之实体权利义务的第二章更以“租税债法”为题。[11]究其原因就在于，大陆法系

国家已有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基础理论来支撑其税收债务法制度。换言之，如果不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

定性为债务关系，如果不注重私法理论和制度对税法可行也是必要的借鉴和引入，税收债务法只能是“

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难以让人信服。所以，《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

益的尝试，它们不仅将税收债务关系作为全书的主线之一，而且还充分借鉴私法上债的制度，论证了税

之债的产生、变更、消灭和保全及担保等基本问题，为税收债务法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开

端。 

  其次，税收债务法虽然是税法众多具体制度群中的核心内容，但“独木不成林”，它不可能不与其

税法制度发生联系，势必会带动其它税法制度随之跟进而与之保持协调。换言之，税收之债的提出和界

定，不仅为税收实体法的重构提供了支点和核心，而且为从债的角度去理解税法的其他制度提供了可能。

例如可将税收程序法理解为，依税收债务法的实体性规定，将税收之债的具体内容加以落实的程序性规

范；将税收救济法理解为，当在税收之债的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时给予被侵害方以救济的法律制度等等。

  第五，在学科体系方面，《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基本奠定了现代税法学的学科体系，而且各

有特色。 

  具体而言，在“税法总论”部分，《税法学》一书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全面的税法学教材之一。除了

统上的税法概述、税法的历史演进、税收法律关系、税法的基本原则和税收立法等内容外，该书还将税

适用、税法解释、税法漏洞补充和税法意识等问题也涵盖进来，其中某些内容，如税法适用和税法意识

问题，其论证的体系化和详尽度，也是此前所未见。此外，《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两书都提出了“

法学范畴”的命题，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税收之债、税收要素、税法主体、税收行为、税收权力、税

权利、税收义务和税收责任等可以作为税法学的重要范畴。（参见《税法学》第6-7页，《财税法学》第

339-340页）虽然两书对上述范畴并未作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已足以表明作者前瞻性的眼

光，也将引领今后税法学在这方面的发展方向。 

  《财税法学》一书的特色则表现在现代税法学的整个学科体系方面。传统税法学教材在学科体系方

面，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但大致是按照税法总论、税种法（税收实体法）和税收征管法（税收程序

法）的顺序来排列的。《财税法学》的税法学部分则共分为五编，分别为税法总论、税收债务法、税收程

序法、税收责任法和税收救济法。这一体系相对于上述传统税法学体系来说，其突破主要体现在如下两

面： 

  一是将税种法（税收实体法）直接定位为“税收债务法”，对此前文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二是将税收责任法和税收救济法从传统上的税收程序法中单独划分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税收程序法

际上是广义的范畴，《财税法学》一书则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界定税收程序法，从而使税收责任问题和税

救济问题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出来。笔者以为，这种独立并非仅仅是追求体系上的变化或创新，而在于

使“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念能够通过对“责任”和“救济”的强调得到贯彻。“责任法（学）”在传统

的法律体系和法学学科中的地位向来颇有些尴尬，尤其是作为公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的责任，在法律条

中或者是“缺位”或是被“虚化”，从而使大多数公法法律成为单纯的相对人的“责任法”或“义务

法”。在主张包括依法行政、依法治税在内的依法治国的今天，明确公权力机关的责任应是其题中应有之



意。而要贯彻税法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念，必然要确立税务机关等征税主体的相关责任，否则“权利保

护”会由于缺乏对方主体的法律责任而流于形式。因此，《财税法学》一书中“税收责任法”的独立成

编，为税法领域中责任问题的研究开创了新局面，为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的落实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法律依

据。诚如该书所言：“鉴于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要进一步完善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律规定，健

全追究征税主体责任的法律规定，加大惩治违法和滥用征税权的力度，这是提高依法征纳税意识、实现

收法治的重要环节。”（《财税法学》第666页） 

  税收救济法也是如此。如果说税收责任法是从实体的或结果的角度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的贯彻的

话，那么，税收救济法则是从程序的或过程的层面对这一理念的实践。我们仅仅从名词的变化上就可看

出，“救济”一词本身就是针对作为税务行政机关相对人的纳税主体而言的，是当纳税人认为税务机关

犯其权益时对其获得补救的途径和方式的概括性表述，较之传统上“税收争讼法”一词，体现出了向纳

人等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倾斜。另外，《财税法学》中“税收救济法”编将行政救济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

好地引入到税法当中，使税收救济法的体系更加完整、内容更加丰富。 

   

  三、差距：理想与现实之间 

   

  尽管《税法学》和《财税法学》二书取得了上述成就，尽管笔者将二书作为中国税法学现代化阶段

程的标志，但距离我们目前所能设想的中国现代税法学来说，二书应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首先，是税法的价值问题。应该承认，二书在税法总论的内容体系方面已经相当完备了，尤其《税

学》一书，将近一半的篇幅都用在税法总论方面，但却惟独没有涉及到税法的价值问题。“价值问题虽

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12]笔者以为，税法价值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税

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注释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的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

的建构解释的更高水平，使税法学真正走向成熟。 

  此外，还有税收法律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税收法律行为对税法学研

的重要性与税收法律关系难分轩轾。但目前还鲜见有关税收法律行为的研究。[13] “如果说传统法学

重于研究规范（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那么，现代法学的焦点正在从规范重心转移到行为重心，

通过观察、解释法律行为来解释法律现实。” [14]因此，现代税法学中税法的价值和税收法律行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