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税务硕士专业研究生(税收风险与控制研究方向) 

招生简章 

 

一、项目背景 

为增强研究生教育服务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力，加快研究生教育结构调 

整优化的步伐，提高学生专业能力和拓展就业范围，2010年 1月 28 日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立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简称税

务硕士（Master of Taxation,MT）。 

从财政税收学科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项目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较之学术型硕士而言，无论是绝对人数、相对

比例，还是财税界对税务硕士的需求，未来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为适应经济发

展的需要和满足社会各界对税务高级管理人才的需求，上海财经大学作为国家教

育部批准的首批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单位，从 2011 年开始招收税务

硕士，积极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高层次税务应用型紧缺人才。自 2013 年

起，我校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项目设置“税收风险与控制”方向，培养

对象为在职非全日制学生，学制 3 年，采用工作日晚上或周末授课方式。学员在

修满学分、满足实习要求及完成论文答辩后，可获得国家教育部授予的上海财经

大学税务硕士专业研究生毕业证书与税务硕士学位证书。 

二、项目特色 

多学科交叉融合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拥有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领域多个相关

专业和硕士、博士学科点，具有多学科性和交叉性的特点。其中财政学为传统

国家重点学科，近年来众多学科背景海外名校博士的加入也带来新的课程、视

角和新的研究方法。基于上述优势，我院开办的税务硕士项目可以在更高的层

次上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的多学科交叉与交融。 



丰富新颖的课程设置 

本项目整合学校和业界优质资源，充分体现专业性和应用性，打破传统块状 

的课程设置，按照税种大类，把税收理论、制度和实务贯穿一体，设立前沿税收 

政策、税收征管、企业税务管理、税务专业服务等专题研究课程，除与税务专业 

密切相关的法律、会计、财务管理、英语和计算机应用技术等课程外，还增加了

指导学生研究和写作的方法课，并与实务部门合作建立案例库，采用案例和讲座

等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对税收制度和政策的理解能力和税收专业技能的熟练运

用能力，并培养正确的公共价值取向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优质强大的师资阵容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拥有国内一流的师资力量，授课教师教学 

经验丰富，并积极利用学校优势资源，邀请会计学院、经济学院和法学院等有影 

响力的老师参与；除与浙江国家税务局和和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建立合作关系外， 

还与德勤、普华等国际著名会计师以及国内一流税务师事务所和税务师律师事务 

所、咨询机构、大型企业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聘请税务机关领导干部和税 

务实践领域的高级专业人士共同教学并指导学生论文，确保学员获得最佳的学习 

效果。 

全方位的培养模式  

教学方面，采取校内主讲教师和校外兼职教师组合授课的方式，主讲老师

介绍理论和政策，兼职老师结合实务，通过案例分析来强化理解；论文方面，

采用双导师制度，在校内和校外导师的联合指导下，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出论

文的创新性和实用价值；实习方面，建立了多家不同类型的实习基地，既包括

国家税务部门，也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以及大

中型企事业单位，以满足学员实践学习和职业发展需要。 

毕业证与学位证可皆获 

非全日制学员完成全部学业并符合学校规定条件的，可获得国家教育部承

认、上海财经大学授予的税务硕士专业研究生毕业证书与硕士学位证书。攻读

上 海财经大学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经历三年的团队学习经历和学员间建立的深

厚友 谊，将有助于您在职场上开辟更广阔的舞台。 

三、培养目标 

税务硕士专业研究生教育项目主要为大中型企业财务或税务管理部门，会计 

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税务咨询公司等税务专业服务机构，以 



及国家税务机关、地方税务机关、海关、司法等国家机关等相关职业领域，培养 

具有从事税务及相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四、报名和考试 

报名资格 

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的大学本科学历（一般应具有学士学位）的在职工作人

员或往届生，无工作年限要求。 

考试方式  

考试分为初试与复试。 考生须参加初试和复试。初试由国家统一组织，方

式为笔试。初试科目共有四门，总计满分为 500 分，具体包括：思想政治理论

(100 分)、英语二（100 分）、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150 分）和税务专业基

础（150 分）。其中，思想政治和英语两个考试科目，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大纲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制订，详见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 科目试题委托中国人民大

学命制，考试大纲见附件 1；税务专业基础科目由上海财经大学自命题，考试

大纲由《全国税务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定，见附件 2。 

复试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组织，方式为面试与笔试相结

合，内容包括专业知识、外语、综合能力等。 

报名流程  

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具体报名考试时间、准考证打印等相关

信息详见“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招生与录取  

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宁缺毋滥，保证质量”的原则,  

综合考察考生的整体素质进行录取，录取名单须经学校审议，上海市高等教育

招生办公室审核，国家教育部批准。2014 年的招生名额为 40 名。 

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录取

资 格、入学资格或学籍。 

五、学制和培养方式 

学制为 3 年。如在规定时期完成课程学习，但未完成学位论文者，可按上海 

财经大学研究生院有关规定申请延长学习年限。 

培养方式为在职非全日制。 

六、学费 

http://yz.chsi.com.cn/


三年学习期间的学费总计人民币 8 万元（本收费标准为暂定方案，如日后

与上级领导部门下达文件不符的，以上级领导部门文件要求为准）。如未能按期

完成学业，需要延长学 习年限的，学费标准按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有关规

定执行。 



附件 1： 

2013年经济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测试考试大纲 

Ⅰ.考查目标 

 

2013年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是为了招收金融硕士、应用统计硕士、税务硕士、国际商务 

硕士、保险硕士及资产评估硕士而设置的具有选拔性质的联考科目。其目的是科学、公平、 

有效地测试考生是否具备攻读上述专业学位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一般能力和培养潜能。要求 

考生： 

1. 具有运用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具有较强的逻辑分析和推理论证能力。 

3. 具有较强的文字材料理解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 

Ⅱ.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 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二、 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不允许使用计算器。 

三、 试卷包含内容 

1、 数学基础（70分） 

2、 逻辑推理（40分） 

3、 写作 （40分） 

Ⅲ.考查内容 

 

一、 数学基础 

经济类联考综合能力考试中的数学基础部分主要考查考生经济分析中常用数学知识的 

基本方法和基本概念。 

试题涉及的数学知识范围有： 

1、微积分部分 一元函数的微分、积分；多元函数的一阶偏导数；函数的

单调性和极值。 

2、概率论部分 分布和分布函数的概念；常见分布；

期望值和方差。 

3、线性代数部分 线性方程组；向量的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矩

阵的基本运算。 

二、 逻辑推理 

综合能力考试中的逻辑推理部分主要考查考生对各种信息的理解、分析、综合和判断， 



并进行相应的推理、论证、比较、评价等逻辑思维能力。试题内容涉及自然、社会的各个领 

域，但不考查有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也不考查逻辑学的专业知识。 

三、 写作 综合能力考试中的写作部分主要考查考生的分析论证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通过

论证有 

效性分析和论说文两种形式来测试。 

1． 论证有效性分析 论证有效性分析试题的题干为一段有缺陷的论证，要求考生分析

其中存在缺陷与漏洞， 



选择若干要点，围绕论证中的缺陷或漏洞，分析和评述论证的有效性。 论证有效性分析的

一般要点是：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是否准确并前后一 

致，有无明显的逻辑错误，论证的论据是否支持结论，论据成立的条件是否充分等。 文章

根据分析评论的内容、论证程度、文章结构及语言表达给分。要求内容合理、论证 

有力、结构严谨、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2.论说文 论说文的考试形式有两种：命题作文、基于文字材料的自由命题作文。每次

考试为其中 

一种形式。要求考生在准确、全面地理解题意的基础上，对题目所给观点或命题进行分析， 

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并加以论证。文章要求思想健康、观点明确、材料充实、结构严谨完 

整、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附件 2： 

 

 

433 税务专业基础 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税收学是全国税务硕士专业入学初试考试的专业基础课程。 

 二、考试目标  

本考试大纲的制定力求反映税务硕士专业学位的特点，科学、准确、规范地测评考生税收学 

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具体考察考生对税收基础理论、中国税制实务与税收管理制度的掌 

握与运用，为国家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的 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税务专业人才。 本考试旨在三个层次上测试考生对税收学原理、中

国税制实务、中国税收管理制度等知识掌 握的程度和运用能力。三个层次的基本要求分别

为： 

1、熟悉记忆： 对税收理论与制度规定的记忆方面的考核。 

2、分析判断： 用税收基本理论与制度规定来分析判断某一具体观点和问题； 

3、综合运用： 运用所学的税收理论和制度规定来综合分析具体实践问题。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180分钟。 

2、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试卷由试题、答题卡和答题纸组成，选择题和判断题的

答案必 须涂写在答题卡上，其他题目的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相应的位置上。考生不得携带具有

存储 功能的计算器。 

3、试卷结构 

税收学原理考核的比例为 40%，分值为60  分； 中国税制实务考核的比例为 40%，分值为60  

分； 中国税收征管制度考核的比例为 20%，分值为30  分。 

4、考试题型 



单项选择题20题，每小题1分，共20分； 多项选择题10题，每题2分，共20分； 



判断题10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计算题6题，每小题5分，共30分； 综合分析题（案例分

析题）2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论述题2题，每小题15分，共30分。 

四、考试内容 

（一）税收学原理 

1、税收的起源与发展 国家、财政与税收的产生；我国税收的起源与发展；西方税收的起源

与发展。 

2、税收的涵义 国家的公共权力与税收；税收与剩余产品价值；税收的本质；税收的特征。 

3、税收原则 税收的公平原则；税收的效率原则；税收的财政原则。 

4、税收负担及其转嫁与归宿 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影响税收负担的因素；税负转嫁与归宿

的概念、方式；税负转嫁与归 宿的局部均衡分析；税负转嫁与归宿的一般均衡分析；税收增

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 析。 

5、税收效应 税收效应的概念和分类；税收的微观效应；税收的宏观效应。 

6、税制结构分析与比较 税制结构的概念；税制结构的分类及特点分析；税制结构的决定因

素；世界各国的税制 结构格局分析。 

7、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 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的一般原则；税收立法权和管理权

的划分；税种的划分、税收 管理机构的设置。 

8、国际税收 税收管辖权与国际税收协定；居民身份确认规则；非居民各项所得的征税权分配

规则；避免 双重征税的办法及外国税收抵免制度；国际逃避税及其防范措施。 

（二）中国税制实务 

1、税制要素及税收分类 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和纳税期限；税收优惠；

税收分类方法及其类别。 

2、流转税基本理论及制度规定 增值税基本理论及制度规定；消费税基本理论及制度规定；营

业税基本理论及制度规定；关 税基本理论及制度规定；车辆购置税的制度规定等。 

3、所得税基本理论及制度规定 企业所得税基本理论及制度规定，个人所得税基本理论及制

度规定。 

4、财产行为税制度基本理论及其制度规定。包括，财产行为税的性质、分类及其特点；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资源税；土 

地增值税；车船税；契税等的基本理论与制度规定。 

（三）中国税收征管制度 

1、税收征管概论 税收征管的概念、目的与原则，税收征管制度的特点等 

2、税收征管制度， 税务管理制度，税款征收制度，税务稽查制度；税务行政处罚与税收刑法

制度，税务争议处理制度等。 

3、纳税服务 纳税人权利保护；纳税服务机构设置，纳税服务的内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