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税收讲座的心得体会(汇总5篇)
心得体会是对一段经历、学习或思考的总结和感悟。优质的
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
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税收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一

工资、薪金所得的减除费用标准偏低给居民基本生活带来一
定影响;生产经营所得税率的各档级距均较短，与工资、薪金
所得相比税负偏重等。随着这些问题的日益突出，个税改革
势在必行。

2017年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高票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修订后的
《个人所得税法》自9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主要包括工资、
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人民币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所得额;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为3%-45%的7级超额
累进税率;同时相应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
经营所得税率级距。此次修订还将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缴纳税
款期限由目前的7天延长为15天。

此次个税的修改对广大工薪阶层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但是
此次个税修改的意义如何，是否能真正起到预期的作用，还
有什么不足与改善方向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虽然我国2017年到2017年个人所得税征缴总额只占总税收收
入的6.7%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50%和发展中国家20%的平均
水平，但是此次个税修改的意义也是很重大深远的，是我国
从重视“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方面减除费用标准由2017元提高到3500元以后，纳税人的
负担普遍减轻，体现了国家对因物价上涨等因素造成居民生



活成本上升的补偿，工薪收入者的纳税面由目前的约28%下降
到约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这意味
着经过此次调整，只剩下约2400万人继续缴税。另外一方面，
通过调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使绝大部分的工薪所得纳税人
进一步减轻税负。通过税率级距的调整，使中低收入的纳税
群体进一步获得减税。

税收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二

税收立法是指国家机关依照其职权范围，通过一定程序制
定(包括修改和废止)税收法律规范的活动。税收立法是国家
整个立法的组成部分，可作广义和狭义的划分。

对广义的立法要有四句关键话的理解。

第一，立法主体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有关
职能部门、拥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政权机关等。

第二，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是税收立法的核心问题。划分税
收立法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主要是《宪法》与《立法法》的规
定。

第三，税收立法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第四，制定税法是税收立法的`重要部分，修改、废止税法也
是税收立法必要的组成部分。

税收立法权有五种类型：国家立法权;专属立法权;委托立法
权;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

在我国，划分税收立法权的直接法律依据主要是《宪法》与
《立法法》的规定。



税收规范性文件是指县以上(含本级)税务机关依照法定职权
和规定程序制定公布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及其其他
税务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在本辖区内具有普遍约束力并
反复适用的文件。

四个特点：属于非立法行为的规范;适用主体的非特定性;不
具有可诉性;向后发生效力。

税收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三

我们一起来学习2016《税法一》重要考点：税收执法。

税收执法

本知识点属于《税法一》第一章税法基本原理第四节税法的
运行的内容。

执法，即法的执行。税收执法又称税收行政执法，也存在广
义和狭义两种解释。通常意义上，税收执法都是指狭义的税
收执法含义而言。

(1)具有单方意志性和法律强制力;

(2)税收执法是具体行政行为;

(3)税收执法具有裁量性;

(4)税收执法具有主动性;

(5)税收执法具有效力先定性;

(6)税收执法是有责行政行为。



(1)税收执法合法性原则

包括：执法主体法定;执法内容合法;执法程序合法;执法依据
合法。

(2)税收执法合理性原则

主要包括：合目的性;适当性;最小损害性。

税收执法监督的主体是税务机关，对象是税务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着眼点是“对内”。包括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
监督。

税收保全措施

税收保全措施的特点：制约、限制纳税人的资金和财产物资
的转移。

税收保全措施的实施条件：

(3)担保条件——在上述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可
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纳税人不提供纳税担保的，税
务机关可以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税收保全措施的内容：

(2)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
者其他财产。

税收讲座的心得体会篇四

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指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按照国务院
规定程序批准，在实施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在向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特定公共服务过程中，向特定对象收取并



纳入财政管理的费用。

政府性基金，是指企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代
政府收取的具有专项用途的财政资金。

财税[2008]151号规定：

1、企业按照规定缴纳的、由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设立的政府
性基金以及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
政、价格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准予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缴纳的不符合上述审批管理权限
设立的基金、收费，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企业收取的各种基金、收费，应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3、对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及国务院有关规定收取并上缴财政
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于
上缴财政的当年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未上缴财政的部分，不得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税收讲座的心得体会篇五

大家好!我是来自小的。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是小小税
法宣传员》。在这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的四月，我们迎接来
了第xx个税收宣传月，很荣幸的是，我们学校是税法宣传教
育基地，我又被选为小小税法宣传员，别提我心里有多高兴
了。

然而，在这之前，我压根就不知道什么是税收?为什么要缴
税?一直认为，税收离我很遥远。但一次偶然的经历，才使我
真正懂得了税法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那是一个星期日，我去小姨开的超市。小姨家的超市里，商
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因为地处繁华街面，生意还挺红火。



我正在店里帮忙呢。突然看到来了几个穿蓝色制服的税务人
员，小姨好像和他们还很熟，一边忙着卖东西，一边和他们
打着招呼。这时，我就听到其中一位税务人员说：“明天是
最后一天了，抽空去营业厅缴税吧。”说完他们就走了。看
到他们离开后，我就迫不及待的问小姨：“什么是缴税?我们
卖东西为什么要缴税?”小姨说：“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
因为税收是我们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我们做生意
的，必须按照法律，把一部分的收入交给国家，这就是缴税。
依法纳税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为税收是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小姨看我似非懂的样子，又接着说：“如果
我们都不缴税了，那你们能上上学吗?你们的教室是哪来的，
不都是靠税收修建的;我们行走的街道、公路也是靠税收修建
的;我们生活用的水和电也是靠税收开发的……”听完小姨的
一席话，我的嘴都张成了“o”字形，啊，原来这都是税收做出
的贡献!真是没想到啊!

是啊，税收给我们学生带来的好处还真不少!我们免费上学，
也是从国家税收中出的钱，建设我们美丽的校园，也是从税
收那拿的钱。如果没有税收，我们就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如
果没有税收，就没有穿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如果没有
税收，就没有拦腰斩断长江的三峡大坝;如果没有税收，就没
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总之没有税收，就没有雄厚的
财源，也就没有当今社会的腾飞与发展!

今天，我作为一名小小税法宣传员，更要从我做起，从我的
家庭做起，从我身边的朋友做起，从小树立依法纳税的观念，
为维护国家税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在这里，我呼吁大
家：依法纳税、诚信纳税，让我们共同唱响“税收、发展、
民生”的主旋律。

又是一年早春时，在这个播种的季节，我相信，只要我们用
心耕耘，祖国的明天将会更美好!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