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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第一卷出版之后，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定位，赢得了理论和实务界的一致好评
，发行上也取得了不菲的业绩。
第二卷延续第一卷的风格，继续提供鲜活案例及深度评论文章，同时附录各种原始资料，让读者有机
会独立判断，为深化税法研究、推动实务进步创造条件。

本卷的特色之一在于，一位美国作者和两位我国台湾地区作者惠赐稿件。
同时，还有人评介美国税务法院针对中国当事人的判决，这为我们观察税法提供了多元的素材和视角
。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只有敞开心扉，广开言路，我们的刊物才会越办越活，赢得更多读者的支持和喜爱。

本卷的另一个特色是开始出现观点的争鸣。
例如，我本人和其余13位教授主张，房产税改革试点方案欠缺合法性。
但周刚志教授认为，虽然税收法律主义是大势所趋，但从实证法的角度看，国务院的做法并非没有根
据。
我将这种分歧呈现出来，求同存异，就是为了彰显学术民主，促进多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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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伟，男，湖南岳阳人，1971年2月出生，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税
法研究中心主任。
2002年11月至2005年2月，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2005年2月至2007年2月，受国家留学
基金资助，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访学。
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美国联邦税收程序》（独著）、《税法基础理论》（合著）、《国际法视角下
的跨国征税》（译著）等。
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等多项课题。
担任的社会兼职有：广西省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
书长，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月旦财经法杂志》执行主编，《财税法学动态
》主编，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武汉分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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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专家笔谈：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合法性之争
 一、如何面对财产税
 二、地方房产税改革试点欠缺合法性
 三、不能简单地说房产税改革试点不合法
 四、房产税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五、房产税试点的合法性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附件：关于提请对房产税改革试点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
陈德惠律师事务所偷税案的几个法律难题
 附件一：顾永忠、罗力彦律师一审辩护词
 附件二：顾永忠律师二审辩护词
 附件三：聂家锋主任二审辩护词
 附件四：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附件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贸易便利化视角下看商品归类中进出口商的“安全港”
关于涉税玩忽职守罪案件的几点思考
薪资所得与执行业务所得区别之争议：以林志玲遭补税一案为中心
借用他人名义购买农地之税捐法评价
滥用与反滥用
柏庆林逃避缴纳税款案相关法律问题
泛美卫星公司卫星租赁费在华纳税案分析
纽广金案评析
江苏A拍卖公司涉税案的法律评析
东星航空有限公司逃避追缴欠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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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
证据有下列七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
可见，所有的证据都只能用于证明案件事实，而不涉及如何适用法律。
陈德惠的辩护人顾永忠律师之所以对大连市地税局稽查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正是因为该鉴
定意见从法律上得出了陈德惠律师事务所偷税的结论。
但是不是偷税当然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通过适用法律才能得出的结论。
如果税务机关提供的税务认定书不涉及当事人是否偷税，而是像辽宁省地税局稽查局那样仅就纳税人
是否少缴了税款出具意见，这是否属于刑事诉讼法上的证据？
如果是，又应该属于哪一类证据？
笔者以为，税务认定书既不是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更不是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和辩解，也不是勘验、检查笔录和视听资料，唯一比较接近的仍然是鉴定结论。
‘但是，如前所述，税务机关不是合格的司法鉴定机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具备司法鉴定人资格
，因此，鉴定结论也不能成立。
从这个角度而言，税务认定书作为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对案件的认识，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不具备证据效
力，仅对司法机关办案具有参考作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只要不涉及偷税与否，而只涉及是否少缴税款的税务认定书，真的只是在进行
事实评价吗？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
事实上，应纳税款的计算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法律适用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发掘过程。
例如，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公益捐赠款能否全额抵扣，工程款收入应该何时入账，这需要进行法律
判断；在计算增值税时，什么样的凭证可以申请抵扣增值税，哪些农产品属于免税农产品，这也需要
进行法律判断；在计算印花税时，房屋预售合同是按产权转移书据税目征税，还是销售合同税目征税
，这更需要进行法律判断。
这一个个的细节，往往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必须由法院认真审理、审慎判断，而不能将其作为事实
问题委由司法鉴定人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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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税法解释与判例评注(第2卷)》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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