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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硕士专业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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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组织方法

拆分课程

重组内容

专题研讨



上海财经大学税务硕士专业必修课程

• 1. 货劳税理论与实务

• 2. 所得税理论与实务

• 3. 财产税理论与实务

• 4. 国际税收理论与实务

• 5. 税收征收管理研究

• 6. 企业税务风险与控制研究

• 7. 专业服务机构税务研究

• 8. 税务研究与写作



《货劳税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内容

2017年

序号 内容 教师 教学方式

1 第货劳税理论 朱为群 讲授

2 增值税的国际比较研究 朱为群 案例教学

3 关税专题 钟昌元 讲授和研讨

4 寻找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课外练习

5 奢侈品行业税务专题 李丹青 讲授和研讨

6 金融业增值税专题 李慧嵩 讲授和研讨

7 作业交流 朱为群 分组交流

8 运输业增值税专题 周 婕 讲授和研讨

9 出口退税专题 严才明 讲授和研讨

10 资源税和环保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和研讨

11 其他货劳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和研讨

2011-2016

序号 内容 教师 教学方式

1 货劳税基础理论 朱为群 讲授+讨论

2 增值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讨论

3 增值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讨论

4 营改增专题 朱为群 讲授+团队讨论

5 消费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团队讨论

6 出口退税专题 严才明 讲授+讨论

7 资源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团队讨论

8 关税专题 钟昌元 讲授+讨论

9 环保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团队讨论

10 其他货劳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团队讨论

11 其他货劳税专题 朱为群 讲授+团队讨论



《所得税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内容

序号 内容

1 所得税起源

2 所得税原则

3 所得税理论基础

4 所得税类型

5 所得税经济影响（一）

6 所得税经济影响（二）

7 企业所得税国际比较

8 个人所得税国际比较

9 企业所得税实践—案例分析

10 个人所得税实践—案例分析

11 所得税筹划理论和案例分析



《财产税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内容

• 第一讲 导论

• 第二讲 财产税的理论基础（上）

• 第三讲 财产税的理论基础（下）

• 第四讲 财产税经典文献评析

• 第五讲 中国的财政分权、政府间财税关系及财产税改革

• 第六讲 中国财产税的现状与法规解析

• 第七讲 财产税制的国际比较与经验（美国）

• 第八讲 遗产与赠与税的理论与现实

• 学生报告（3次）



《国际税收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内容

• 第一讲 国际税收基本问题

• 第二讲 税收管辖权
• 第三讲 常设机构
• 第四讲 消极所得
• 第五讲 特别劳务所得
• 第六讲 外国税收抵免
• 第七讲 间接股权转让
• 第八讲 受控外国公司和成本分摊
• 第九讲 反国际避税与逃税
• 第十讲 税基侵蚀和利利润转移⾏行行动计划（BEPS）
• 第十一讲 国际税收前沿问题



《税收征收管理专题研究》课程教学内容

上课时间 教学内容

3月1日

1：税收管理研究导论

• 税收管理的概念：不同理解

• 税收管理的目标：不同层次

• 税收管理的功能：不同结构

• 中国税收征管的改革实践和经验

3月8日

2：纳税人权利保护

• 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

• 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制进展

• 纳税人权利的主要内容

• 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本方式

3月15日

3：税务信息化管理

• 税务信息化管理的目标

• 税务信息化管理的原则

• 税收信息共享问题及其解决

• 税收信息安全问题及其解决

• 国外税收信息化管理的经验借鉴

3月22日

4：纳税服务
• 纳税服务的理论基础
• 纳税人需求的性质和分类
• 纳税服务的主要内容
• 纳税服务的法制进展
• 纳税服务的主要方式
• 纳税服务的绩效评价
• 国外纳税服务的经验借鉴

3月29日

5：税务基础管理
• 税务登记
• 账证管理
• 发票管理
• 纳税申报
• 税务行政审批改革

4月5日

6：税收风险管理
• 税收风险管理概述
• 税收风险的识别
• 税收风险的评定与排序
• 税收风险行为的分析
• 应对税收风险的策略
• 税收风险管理战略的实施与评估
• 我国税收风险管理的法制进展



《税收征收管理专题研究》课程教学内容

4月12日

7：税收保障

• 欠税清缴

• 税收保全

• 强制执行

• 我国税收保障制度的问题及其解决

• 国外税收保障制度的经验借鉴

4月19日

8：税务稽查

• 税务稽查的目标和原则

• 税务稽查的实施流程

• 税务稽查的方法和技术

• 我国税务检查的法律规范及其改进

• 国外税务稽查的经验借鉴

5月3日

10：税务组织
• 税务人事管理
• 税务人才培训与教育
• 税收规划与核算
• 税务纪检与监察
• 我国税务组织机构系统的发展

• 国外税务机构组织体系的经验借鉴

5月10日

11：税务救济
• 税务行政复议
• 税务行政诉讼
• 税务行政赔偿

4月26日

9：税务处罚
• 税务处罚的目的和原则
• 税务处罚的形式和种类
• 税务处罚的执行和监督
• 我国税务处罚的法制进展
• 我国税务处罚的问题及其解决
• 国外税务处罚的经验借鉴



《企业税务风险与控制研究》课程教学内容

• 第一讲 企业税务组织架构概述

• 第二讲 企业设立及日常基础税务管理

• 第三讲 企业薪酬福利的税务管理

• 第四讲 企业对外支付的税务管理

• 第五讲 企业投资的税务管理

• 第六讲 企业重组的税务管理

• 第七讲 企业清算的税务管理

• 第八讲 制造企业税务管理

• 第九讲 大型连锁超市企业税务管理

• 第十讲 金融保险企业税务管理

• 第十一讲 房地产企业税务管理



《专业服务机构税务研究》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讲

税务专业服务业概述
税务专业服务的需求主体
税务专业服务的供给主体
税务专业服务的发展趋势

我国税务专业服务的基本类型

第二讲
（2次）

税务专业服务行业的监管
税务专业服务行业的相关法律

税务专业服务业的执业规范

税务专业服务行业组织

第三讲

税务鉴证服务
税务鉴证业务概述
纳税申报鉴证业务
纳税审批鉴证业务
其他税务鉴证业务

第四讲

个人税务合规服务
个人劳动所得的税收合规申报服务

个人经营所得的税收合规申报服务

个人财产所得的税收合规申报服务

个人境外所得已纳税的合规申报服务

第五讲
（2次）

企业税务合规服务

企业税务合规申报服务

企业税务健康检查服务

企业税务尽职调查服务

转让定价涉税合规服务

第六讲
（3次）

税务咨询服务
企业控股架构筹划

企业运营筹划

企业税务顾问服务

第七讲

税务行政争议服务
税务检查阶段的争议服务

税务复议阶段的争议服务

税务诉讼阶段的争议服务

第八讲

税务刑事争议服务
隐匿、销毁财务账册罪诉讼服务

发票犯罪诉讼服务

逃避税收罪诉讼服务

其他涉税犯罪诉讼服务



《税务调研与写作》课程教学内容

• 第一部分 税务实务与税务调研

• 一、税务实务

• 二、税务战略、战略性税务规划和税务管理

• 三、税务管理与机构组织

• 四、税务实务与税务调研

• 五、注册税务师职业道德规范

• 第二部分 税务调研流程

• 第一步：确定事实

• 第二步：识别问题

• 第三步：确定税务法规

• 第四步：研究税务法规及其适用

• 第五步：得出结论与建议

• 第六步：沟通结论与建议

第三部分 税务专业写作

一、编写工作底稿

二、撰写咨询报告

三、有效段落

四、句子结构

五、写作技巧

第四部分 税务案例学习

一、税务案例学习（一）

二、税务案例学习（二）

三、Case Study（English）

第五部分 税务案例撰写测试



• 税务案例测试规则：

• 1、学生自由组合形成小组，每组4-5人；

• 2、根据所发案例的背景情况，每组针对所提出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形成分析
报告，要求：

• Word形式详细分析报告；PowerPoint形式简要报告；

• 组员姓名列示在报告上；报告最迟于某日某时前递交

• 3、报告的编辑写作要求：

• 分析有理有据；阐述准确有序；结构清晰简练；

• 汇总内容完整；文字体例规范

• 4、报告陈述案例与评分

• 测试课上由小组派组员代表就小组分析和建议做简明陈述；

• 评分老师将根据分析报告/PPT简要报告和口头陈述所体现的税务技术掌握情
况、分析问题能力和综合思路给每个小组打分。

《税务调研与写作》课程教学内容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教学方法

团队研讨法 网络互动法

多维制表法 写作框架搭建法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团队研讨教学法

• 一、确定专题及团队成员

• 每个团队确定两名组长，用星号标注。要求：

收集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

形成一个汇总
文件

课堂展示交流

收集相关
研讨论文

收集相关
实务案例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团队研讨教学法

• 二、专题研讨演示

• 1.按照教学计划进度确定各团队研讨顺序；

• 2.团体主讲人讲解。要求：

• （1）讲解前，演示团队必须将该团队的PPT给每位同学各打印一
份；

• （2）团队PPT上必须显示每位组员所负责的内容；

• （3）主讲人讲解完毕后，全体成员上场介绍自己负责的部分。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团队研讨教学法

• 三、互动交流

• 以团队为单位，针对研讨专题向演示团队进行提问，具体规则：

• 在提问阶段：从团队演示开始至演示结束后10分钟内，每位同学
将问题发送到班级QQ群；

• 确认有效问题阶段：教师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有效性甄别，在上
述时间段内提出的有效问题算为算为个人的有效问题；

• 问题回答阶段：教师在以上有效问题中挑选出10个进行提问，由
演示团队成员回答。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团队研讨教学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等级

丰富性
①内容研究具有多维度
②问题研究具有纵深度
③参考资料具有多样性

金牌【 】

银牌【 】

铜牌【 】

逻辑性
①结构清晰、内容完整
②前后呼应、连贯一致
③条理清晰、层次递进

金牌【 】

银牌【 】

铜牌【 】

创新性
①具有新视角
②运用新方法
③形成新知识

金牌【 】

银牌【 】

铜牌【 】

流畅性
①讲解生动流畅
②回应简单明了
③时间控制准确

金牌【 】

银牌【 】

铜牌【 】

四、团队评价

1.每位同学根据演示团队的综合表现（演

示和回答问题），依据以下标准进行现场

评价：

2. 金牌、银牌、铜牌分别赋予4分、2分、

1分的分值。注：各一级指标权重相等

3. 三位同学（其中一位监票人）负责统

计金银铜牌数和总分，每次公布上一次团

队评价结果。24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团队研讨教学法

• 五、团队研讨综合评分

• 团队研讨的综合评分（记为C，满分为60分）由两个部分组成：

• 一是其他团队对报告团队的综合评分，记为A，权重为70%；

• 报告团队的得分A=（实际奖牌分值÷16）×42

• 二是教师对报告团队回答提问的质量评分（记为B），权重为30%
（满分为18分）。具体规则为：报告团队将5个有效问题的回答
情况整理后，分别以电子文档形式和纸质版形式提交给教师，由
教师评分。

• 团队探讨最终得分C=A（70%）+B（30%）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团队研讨教学法

• 六、期末最终成绩

• 每位同学的期末最终成绩由三部分组成：（1）团队研讨最终得
分（C，满分为60分）；（2）研讨论文（记为D，满分为20分）；
（3）个人课堂表现（记为E满分为20分）。三部分的权重分别是
60%、20%和20%。

• 研讨论文按照论文写作规范，个人根据自己在团队演示中负责的
内容，组成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论文，成绩由教师评定。个人课
堂表现由教师综合考虑出勤和提问、讨论参与等情况给予评分。

• 期末最终成绩=C（60%）+D（20%）+E（20%）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课堂网络互动教学法

•使用对象：

• 2016级税务硕士
•使用方式：利用QQ群和蓝墨云
班课网络软件互问互答







优点：

•开放互动

•留有痕迹

•便于整理

•节约时间

•观点交锋

•激发思维

缺点：
• 面对面交流弱
• 现场气氛沉闷
• 团队合作不强
• 难聚共识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网络互动教学法



问题导向的思维方法

反思法：
why not?

逻辑推理法

多维制表法



多维制表法：税制结构的一个分析表

税类\征税范围 一般 特别

所得税 ①一般所得税 ②特别所得税

消费税 ③一般消费税 ④特别消费税

财产税 ⑤一般财产税 ⑥特别财产税



多维制表法：中国税制结构的二维解析表

一般（3） 特殊（15）

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1）

消费税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关税、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
环境保护税、印花税、

车辆购置税、烟叶税、契税（9）

财产税 无
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

车船税、船舶吨税（5）



货物来源和
用途

内部使用 外部使用

应税行为
免税行为

简易征税行为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对外捐赠
对外分配
对外投资

自产的货物 × × 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

委托加工收
回的货物

× × 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

购买的货物
可抵扣
进项税额

不可抵扣
进项税额

不可抵扣
进项税额

视同销售

其他方式取
得的货物

可抵扣
进项税额

不可抵扣
进项税额

不可抵扣
进项税额

视同销售

朱为群上海财经大学

多维制表法：视同货物销售行为和进项税额抵扣的判定



论文写作框架搭建法

• 选定一种框架排序规则：以“章-节-目”规则为例

第一章 ****                                           1

第一节 ****                                         2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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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框架搭建法

• 常见论文框架搭建方法之一:

• 导论、理论基础、现状分析、问题分析、原因分析、国际经验借
鉴、结论和政策建议

• 常见论文框架搭建方法之二：

• 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理论假设、模型构建、数据来源、论证
过程、结论及其说明

• 问题聚焦的论文框架搭建方法：

• 论文围绕一个大问题，逐章逐节拆分问题，再具体分析原因、借
鉴相关经验和提出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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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现场教学法

• 自2011级学生开始，连续开展现场教学活动，共10次。

• 沪外税务局或税务师事务所

• 实地参观、听取介绍、专题讲座、互动交流

• 班级集体活动



上海财经大学税务硕士现场教学活动一览表（2011-2018）

序号 时间 合作单位 地点 参加学生 带队教师

1 2011年12月2日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杭州，浙江 2011级 朱为群、杨海燕

2 2012年12月15日 盐城地方税务局 盐城，江苏 2012级 朱为群、杨丹芳、杨海燕

3 2013年4月18日 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 苏州，江苏 2012级 朱为群、杨丹芳、杨海燕

4 2014年4月18日 常州地方税务局 常州，江苏 2013级 朱为群、任晓辉

5 2014年12月22日 中汇税务师事务所 杭州，浙江 2014级 朱为群、孔晏、温娇秀

6 2015年6月4日 苏州市国税局稽查局 苏州，江苏 2014级 朱为群

7 2016年4月19日 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 苏州，江苏 2015级 朱为群、杨海燕

8 2016年5月13日 金华国家税务局 金华，浙江 2014级 朱为群、温娇秀

9 2017年4月14日
无锡市地方税务局

惠山区分局 无锡，江苏 2016级 朱为群、徐静

10 2018年5月24日 苏州工业园区地方税务局 苏州，江苏 2017级 朱为群、孔晏



现场教学实践日活动方式和内容

• 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2018.5.24

• 参观：1.参观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办税大厅：2.12366咨询现场；
3.地税局文化展厅；

• 介绍：1.观看苏州工业园区宣传片；2.观看《税收治理现代化》
宣传片；3.介绍税收治理现代化工作相关情况；4.演示现代化指
标分析展示系统

• 互动：学生提问，干部回应

• 研讨：1.税务行政复议团组展示和税务干部交流；2.税务行政诉
讼团组展示和税务干部交流；3.苏州工业园区地税局政策法规处
副主任科员、公职律师张梅梅参与交流







集体轰趴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学业评价方法

• 考核方式：考试、小论文、平时作业、研究项目

• 评价主体：教师、学生自评和互评

• 评价方式：等级制、记分制

• 评价时期：平时、期末



结束语

• 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在系统化设置的同时，需要不断补充和更新。

• 教学方法没有陈规可循，但应该鼓励教师不断探索，互相学习，总
结经验和教学，不断完善。

• 税务硕士专业课程的建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 欢迎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