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其他-參加學術研討會） 

參加第四屆中國財稅法前沿問題高端論壇

服務機關：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姓名職稱：王勁力副教授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江西省南昌 

出國期間：102 年 4 月 19 日~4 月 23 日 

報告日期：102 年 6 月 20 日 



摘要 

     

    本人應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辦，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邀請，參加由北京大學

財經法研究中心主辦，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承辦的“第四屆中國財稅法前沿問題高端論

壇”，並於該會與本所廖欽福副教授共同發表「地方自治與財政收支劃分之財政法課題

-臺灣 2012年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之立法借鏡與展望」論文。 

 

    與會學者除本人與廖欽福副教授外，台灣學者有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蔡茂寅教

授、輔仁大學陳榮隆副校長。中國大陸重要學者有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教

授、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施正文教授、熊偉教授等。總計共 70餘名財稅法專家

學者參加了本次論壇，並就“財稅法基礎理論問題”、“財稅法制度建構問題”和“財

稅法學科建設”展開討論。藉由本次研討會學術活動與大陸財稅法學者深入交流，促進

海峽兩岸良性學術交流，推進財稅法學的深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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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由於中國大陸於其在“十八大”之後，隨著其所稱依憲治國理念的實施，大陸財稅

法學者認為財稅法大有作為的時代已經到來，且並呼籲財稅法學者要樹立財稅法學科的

自信，堅持拓新和穩健發展的原則，全面推進中國大陸財稅法學科的進一步發展。因此，

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在 2013年 4月 20-21日舉辦以財稅法

學理論學術研討會，並邀請多位台灣學者與會。該會議主題是新時期背景下財稅法學科

如何自信-新視野、新機遇與新挑戰。 

    本人此次係因應主辦單位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邀請，參

加由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辦，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承辦的“第四屆中國財稅法前

沿問題高端論壇”。同時，本人將於該會與本校本所廖欽福副教授共同發表「地方自治

與財政收支劃分之財政法課題-臺灣 2012年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之立法借鏡與展

望」論文，與參與相關主題討論。希冀藉由本次研討會學術活動與大陸財稅法學者能夠

深入交流，促進海峽兩岸良性學術交流，能夠更推進兩岸財稅法學的深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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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2013年 4月 19日本人與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蔡茂寅教授、輔仁大學副校長陳榮

隆教授，以及本校本所廖欽福副教授等一行台灣學者代表團搭乘華航班機直飛機西南昌

於晚間抵達，由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人員接送至住宿賓館休息，準備參加大會安排之後

續會議。 

    2013年 4月 20日，由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聯合主辦的

“第四屆中國財稅法前沿問題高端論壇”在江西南昌江西財經大學順利召開。中國財稅

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任劉劍文教授、臺灣輔仁大學副校長陳榮

隆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蔡茂寅教授、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陳少英教授、中國政

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施正文教授、武漢大學法學院熊偉教授等 70余名財稅法專家學

者參加本次論壇。 

    首先，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蔣經法教授致歡迎辭，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鄧輝教

授主持開幕式。蔣經法副校長表示此次論壇是繼贛江法學論壇之後又一大型學術交流活

動，必將促進海峽兩岸良性學術交流，推進中國大陸之財稅法學的深入發展。隨後，劉

劍文教授對論壇主題進行論述。劉劍文教授指出此次論壇是對財稅法學科自信與自強議

題展開討論，對財稅法基礎理論建設創新，對財稅法精細化、系統化、規模化，對明確

財稅法學核心範疇做出了“南昌倡議”。 本次論壇會議由北京大學法學院劉劍文教

授、臺灣輔仁大學副校長陳榮隆教授、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蔣經法教授、江西財經大學

法學院院長鄧輝教授分階段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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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進行的是財稅法基礎理論問題的討論。除本人與廖欽福副教授共同發表「地

方自治與財政收支劃分之財政法課題-臺灣 2012年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之立法借

鏡與展望」論文。金香愛、郭維真等九位學者針對稅收法定、稅收公平和稅收理論結合

房產稅、比例稅制等進行了精彩發表。“思想的碰撞產生真理的火花”，在自由發言與

討論中，塗龍立等幾位學者對中國大陸現實法制問題發表自己的獨特見解。 

    中午午餐後，下午進行第二個主題“財稅法制度建構問題”報告與討論，引發學術

探究熱潮。由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蔡茂寅教授等六位學者就稅法類型化問題，財稅法最

新問題分析和個人所得稅改革等方面提出諸多精闢的看法與討論。本場次六位教授學貫

中外，融通古今，立足稅法發展深有研究，從歷史發展和中外稅法制度對比中多角度、

深層次地探究稅制構建，引發了在場學者的深思與討論。 

    第三場主題是由熊偉、塗龍力等學者就“財稅法學科建設”進行了報告並進行交流

與探討。其中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蔣亞娟副教授應，並做了題為「生態文明與財稅

法學新視野」論文發表，提出將實現生態文明與財稅相結合，保護生態環境，同時財稅

的發展也要汲取經濟法建設的教訓，從法權角度完善財稅學科的範疇。隨後於自由發言

討論，論壇現場充溢著濃厚的學術氛圍，不少大陸學者提到推動財稅學科的發展是實現

“中國夢”的一部分，認為財稅法學的發展對完善中國大陸的法律體系、推動中國大陸

法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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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劉劍文教授就本屆論壇閉幕提出了“廣包容、連國際、通頂層、接地氣”的

學術研究思路和學科發展格局。他提到，法學是一種美學，財稅法更是法學中博大精深

的學科。作為一位法學人，就應該理性地思辨，追求這種生機勃勃的美。隨後，輔仁大

學副校長陳榮隆教授援引《滕王閣序》中詩句為此次論壇作結：“秋水共長天一色，落

霞與孤鶩齊飛；臺灣共大陸一色，理論共實踐齊飛；夢想與理想一色；改革與革命競賽。”

這不但表達了對財稅法制度構建的期望，也體現了兩岸學者的深切情意。 

    2013年 4月 21日，與會學者一行搭乘大會安排之遊覽車，前往中國瓷都景德鎮參

訪並進行學術調研活動。與會學者就江西地區的財稅法治建設，共同前往實務部門進行

調研，並參訪了省陶瓷博物館以及相關機構。 

    2013年 4月 22日，同行台灣學者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蔡茂寅教授、輔仁大學副

校長陳榮隆教授，以及本校本所廖欽福副教授等一行參訪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進行學術

交流與參訪江西省博物館以及八大山人紀念館。 

    2013年 4月 23日，本人與同行之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蔡茂寅教授、輔仁大學副

校長陳榮隆教授，以及本校本所廖欽福副教授等一行台灣學者代表團，搭乘華航班機由

江西南昌機場返回台灣桃園機場，結束本次的會議與學術交流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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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及建議 

    財稅法制度的構建，以及財稅法之規定，需要有相當精實之理論基礎與學理做支

撐。本次論壇 就“財稅法基礎理論問題”、“財稅法制度建構問題”和“財稅法學科

建設”等相關議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與會學者的熱烈發言討會，本人受益學習頗多。 

    此次論壇性質定位是一大型學術交流活動，並兼負有促進海峽兩岸良性學術交流，

推進財稅法學的深入發展的重要任務目標。尤其與會中國大陸學者發出強調“強化財稅

法基礎理論研究，建設現代財稅法學”的倡議，提出明確學科基本立場、推進學科範式

轉型、提煉學科核心範疇、拓展學科研究方法；學術研究要有新理念，學科發展要有大

視野、大思路、大胸懷。尤其論壇會中亦有中國大陸學者就稅收法定、稅收公平和稅收

理論結合房產稅、比例稅制等作了精彩發言與討論，可以更深入了解中國大陸之相關制

度與規範的發展與現況實務運作。 

    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相當用心，關於會議議程於相關會

務的安排均相當完善，且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之研究生態度非常積極，其積極好

學態度值得國內法學院所研究生學習。本次研討會論壇大陸與台灣學者皆發言熱

烈，學術討論氣氛融洽，對於兩岸財稅法學發展，定有頗著成效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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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照片擷取自北大法律網: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

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76704 

北 京 大 學 財 經 法 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劉 劍 文 教 授 、 江 

西 財 經 大 學 副 校 長 蔣 金 法 教 授 、 臺灣 輔 仁 大 學 副 

校 長 陳 榮 隆 教 授 出 席 本 屆 論 壇 

照片擷取自北大法律網: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

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76704 

照片擷取自北大法律網: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
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76704 

照片擷取自北大法律網: 
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
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76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