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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题研究类论文 

1．基本定位 

专题研究类论文应综合运用税收及相关的基础理论和

专业知识，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本领域的理论与现实问

题进行创新研究，体现出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解决税收专业实

际问题的能力。 

专题研究类论文属于应用研究型学位论文，要求作者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

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增

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选取税收领域存在的理论和实际问

题，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突出研究的实务性

和应用性特点，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分析工具，对拟解决

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提出相关的制度优化

与政策完善的方案，为繁荣我国税收科学研究、构建中国自

主的税收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建言献策。 

2．选题要求 

专题研究类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发展战

略、经济税收形势，以及税务部门、涉税服务机构、纳税人

需求，聚焦税收领域需要解决和能够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

题，进行研究、分析，抓住问题本质，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论文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建议或方案具有针对性和可行

性，具有较好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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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容要求 

专题研究类学位论文应运用税收基础理论，结合政治

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和会计学等相关学科知

识，对税收领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多层次、多方位、多

角度的科学分析，用中国的税收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的

税收实践，提出解决办法，鼓励在此基础上对税收专业领域

知识进行提炼创新，体现作者的新观点或新见解，即从中国

的税收实践中提炼新观点，充实中国的税收科学知识。 

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推理严谨、分析透彻、层次分明、

数据翔实准确，分析方法得当。具体而言，专题研究类论文

正文一般包含导论、文献综述与述评、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

实证研究、结论与建议等部分，论文附属部分由中英文摘要

与关键词、目录、参考资料、附录、致谢 5 个部分所组成。 

（1）导论 

主要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以及论文的研

究思路、方法，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创新与不足。 

（2）文献综述 

紧密围绕研究主题，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搜集、

梳理、分析和评述，并提出本研究的价值所在。 

（3）理论基础与作用机理 

综合运用税收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针对研

究主题进行深入分析与阐述，为实证研究提供明确的理论基

础。 

（4）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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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梳理或归纳出的问题，运用相关数理模型或数据，

使用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

法和分析工具，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  

（5）研究结论与建议 

在前述科学论证和得出研究结论基础上，针对性地提出

相关对策建议。 

（6）中英文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单陈述，是独立成

篇完整的短文，可以单独使用。应说明研究目的、研究方法、

研究过程和最终结论。要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见

解，语言力求精炼。摘要中不可出现图片、图表、表格或其

他插图材料。 

关键词是为了便于做文献索引和检索工作而从论文中

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一般

为 3-5个。英文摘要和关键词与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相对应。 

（7）目录 

目录应将文内的章、节、目三个层次的标题依次排列，

并标明对应页码。目录的编排格式应统一。 

（8）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反映了论文的科学依据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

尊重，并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列出的参考资料可以

是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出版物上的文

献，也可以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阅读的有关法规、政策、

规章制度或者会计报告、统计资料等。凡在正文中提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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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或资料，均应在文后的参考资料中列出详细信息；正文中

没有提及的文献资料，不得出现在参考资料中。将未公开的

内部资料列为参考资料，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规并应征得相

关人员同意。 

（9）附录 

对专题研究必要的补充说明等。 

（10）致谢 

致谢是作者对形成本论文做出过贡献的组织或其他个

人予以感谢的文字记载，应诚恳恰当。 

4．规范性要求 

专题研究类学位论文应使用规范的学术语言，遵守严谨

学风、学术道德，符合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各部分的具体

写作格式由各培养单位依据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字数一

般不少于 3万字，其中中文摘要的字数在 1000 字左右。 

5．创新与贡献要求 

专题研究类学位论文的结论应能促进税收专业领域理

论与实践的发展，有助于繁荣我国税收科学研究、构建中国

自主的税收知识体系、推进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作者应针

对税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思考和提炼，对研究结果

和贡献、局限进行必要的反思和总结，使研究成果对税收专

业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在税收专业领域有一定理论价值，

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与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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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报告类论文 

1．基本定位 

调研报告是指针对税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一具体问

题或发生的某一具体事件，运用科学规范的调查方法进行深

入调查，然后对调查所获得的材料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以报

告形式得出结论或提出建议的一种论文。调研报告应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

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进行分

析、撰写，增强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学以致用，体现作者掌握本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承担专业工作的能力。 

2．选题要求 

调研报告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税收实践领域，有明确的现

实背景和应用价值，围绕党和国家关于税收的重要部署，实

施的重要政策与效果等，选取发生在特定地区、行业、企业

或群体且有一定深度、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事实。 

3．内容要求 

调研报告正文由导论、基本事实与研究问题、调研组织、

理论基础、数据分析、结论与建议 6 个部分组成；论文附属

部分由摘要与关键词、目录、参考资料、附录和致谢 5 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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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组成。 

（1）导论 

导论主要阐述所研究问题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和国

内外研究现状。 

（2）基本事实与研究问题 

基本事实部分应对研究所涉及的事实进行客观描述，根

据事件发展的逻辑说明来龙去脉， 揭示需要关注的关键点。

研究问题部分应对调研所针对的问题的现象、成因、性质、

影响等相关方面进行有逻辑、成系统的科学分析。  

（3）调研组织 

此部分应说明调研参加人员、被调研的对象、调研时间

与地点、调研方法与调研过程等调研组织的详细情况。 

理论基础 

此部分应提出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所依据的基本理论。 

（5）数据分析 

此部分应对所获得的调研数据或统计数据，在做出基本

描述和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现代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

社会学等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出相关问题的

产生机理和对该领域所具有的一般性指导意义，体现出用中

国的税收理论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的税收实践，从中国的税

收实践出发提炼新观点，充实中国的税收理论体系的要求。 

（6）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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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应明确提出研究报告的基本结论并说明得出结

论的最主要证据，以及对解决所研究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可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7）摘要和关键词 

摘要是对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单陈述，是独立

成篇完整的短文，可以独立使用。应说明研究目的、研究方

法、研究过程和最终结论，突出作者实际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摘要中不可出现图片、图表、表格或其他插图材料。 

关键词是为了便于做文献索引和检索工作而从论文中

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一般

为 3-5个。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的内容与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相对应。 

（8）目录 

目录应将文内的章、节、目三个层次的标题依次排列，

并标明对应页码。目录的编排格式应统一。 

（9）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反映了论文的科学依据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

尊重，并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调研报告类论文列出

的参考资料可以是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

式出版物上的文献，也可以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阅读的有

关法规、政策、规章制度或者会计报告、统计资料等。凡在

正文中提及的文献或资料，均应在文后的参考资料中列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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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信息；正文中没有提及的文献资料，不得出现在参考资料

中。将未公开的内部资料列为参考资料，不得违反国家有关

法规并应征得相关人员同意。 

（10）附录 

此部分应包括研究过程中设计的调研问卷、调研参加人

员名单、被调查对象目录以及其他足以佐证实际研究过程的

图片、原始资料清单等。 

（11）致谢 

致谢是作者感谢为本论文的形成做出过贡献的组织或

其他个人的文字记载，致谢应诚恳恰当。 

4．规范性要求 

调研报告应应使用规范的语言，遵守严谨学风、学术道

德，符合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各部分的具体写作格式由各

培养单位依据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字数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其中中文摘要的字数应在 1000字以内。 

调研报告应独立完成；若调研的组织实施中涉及团队工

作，需注明涉及团队工作的内容并明确不存在知识产权争

议。 

5．创新与贡献要求 

调研报告应工作量饱满，调研过程应科学合理，调研结

果应真实可信，解决方案应实用可行，对研究结果和贡献、

局限应进行必要的总结，使研究成果能够为税收实践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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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决策参考或政策建议，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与可操作性，

以助力深化我国税收科学研究、构建中国自主的税收理论体

系、推进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 

 

三、案例分析报告 

1．基本定位 

案例分析报告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

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综合运用税收及相关的基础理论和专

业知识，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具体案例为背景，结合本

领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坚持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学以致用，体现出一定的理论水平和解决税收专

业实际问题的能力。 

案例应具有真实性、代表性，从纳税人、征税人、税收

立法部门和税务中介的角度，应用税务专业的相关理论、方

法和技术，研究某一税收理论、政策、税务管理和相关法律

制度，多角度地分析案例所反映的代表性主题。案例分析报

告应树立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透过现象看本质，以探寻共

性的客观规律以及解决的方案，为繁荣我国税收科学研究，

构建我国自主的税收知识体系，推进我国税收治理现代化建

言献策。 

 

2．选题要求 

案例分析报告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税收实践领域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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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件，有明确的专业背景和应用价值。建议聚焦税收领

域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选取具有专业性、典型性、特殊性、

理论启发性等特点，具有实践价值和可操作性的一手真实案

例，作为调研、分析、研究的对象。 

 

3．内容要求 

案例分析报告应以案例为背景，通过该案例的描述、分

析，形成启示。案例分析报告一般由导论、案例背景、案例

分析、案例启示与政策建议 4个部分组成；论文附属部分由

摘要和关键词、目录、参考资料、附录和致谢 5个部分所组

成。 

（1）导论 

导论主要阐述案例研究的背景和意义，阐述案例研究的

思路和方法。 

（2）案例背景 

对案例事件的全貌信息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和处理，将

案例信息进行结构化展现，体现可读性。因保密等原因需对

数据进行处理的，应保持数据间的协调性。可根据研究内容，

设定子标题。 

（3）案例分析 

应用税务专业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多角度地分析

案例所反映的代表性主题，探求解决方案，研析方案实施的

优劣和存在的风险点；分析差距或分析典型经验的特点和可

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分析必须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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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依据、数据或资料为基础，不允许仅应用数理模型进行理

论分析。 

案例分析报告的理论性应主要体现在对所分析案例所

涉及的税收法律、法规、政策、法理及其他相关理论做出充

分的引用、解释，分析报告应涉及对现有税收法律、法规、

政策的理解和运用等方面，并对不同主体角度观点进行分析

等。 

（4）案例启示与政策建议 

案例分析报告各章节逻辑承接关系明显，应当明确作者

对于案件分析的观点和看法，并从税收理论和税收法律法规

等方面详细阐明其理由和依据，提炼研究者的新观念和新见

解，使研究结论有助于解决案例本身的问题，也可为解决类

似案件提供指导和参考，对法规政策的制定、修改或企业税

收管理及纳税人遵从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进一步揭示研究

的意义和价值，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和建议，体现出从我

国的税收实践出发提炼新观点、充实我国的税收科学知识的

要求。建议结论要与论证部分相衔接，与报告无关的建议结

论原则上不应出现。 

（5）摘要和关键词 

摘要是对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单陈述，是独立

成篇完整的短文，可以独立使用。应说明研究目的、研究方

法、研究过程和最终结论。要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

见解，语言力求精炼。摘要中不可出现图片、图表、表格或

其他插图材料。摘要应是一篇完整的短文，可以独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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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为了便于做文献索引和检索工作而从论文中

选取出来的，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的单词或术语，一

般为 3-5个。 

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的内容与中文摘要和关键词相对应。 

（6）目录 

目录应将文内的章、节、目三个层次的标题依次排列，

并标明对应页码。目录的编排格式应统一。 

（7）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反映了论文的科学依据和对他人研究成果的

尊重，并向读者提供有关信息的出处。案例分析报告列出的

参考资料可以是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最主要的、发表在正式

出版物上的文献，也可以是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所阅读的有关

法规、政策、规章制度或者会计报告、统计资料等。凡在正

文中提及的文献或资料，均应在文后的参考资料中列出详细

信息；正文中没有提及的文献资料，不得出现在参考资料中。

将未公开的内部资料列为参考资料，不得违反国家有关法规

并应征得相关人员同意。 

（8）附录 

对案例分析补充说明等必要的附录，如不便于在正文中

列明的佐证、补充性材料。附录应编排于“参考资料”之后，

“致谢”之前。 

（9）致谢 

致谢是作者对形成本论文做出过贡献的组织或其他个

人予以感谢的文字记载，应诚恳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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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范性要求 

案例分析报告应使用规范的语言，遵守严谨学风、学术

道德，符合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各部分的具体写作格式由

各培养单位依据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字数一般不少于 2.5

万字，其中中文摘要的字数应在 1000字左右。 

案例分析报告应独立完成；若案例分析实施中涉及团队

工作，需注明涉及团队工作的内容并明确不存在知识产权争

议。 

 

5．创新与贡献要求 

案例分析的结论和建议，应具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

同时能促进我国税收专业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者应对

案例分析的结果、解决办法和建议进行反思和提炼，使其对

税收专业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在税收专业领域有一定理论

价值，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独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