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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制

张 洪

日本于 1887年开征 个人所得税，

是世界上较早开征 个人所得税的国

家。日本的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 村

三级 政府均对个人所得课税，其中，

中央征 收的个人所得税，属于国税；

都道府县和市町 村征 收的个人居民

税，属于地方税。个人所得税收 入约

占日本税收收入的 1/3，是日本的第一

大税种。日本在个人所得税制的设计

和征 收管理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值得

我国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综合所得税制，以

分类征收为补充

日本所得税法规定了个人所得税

的综合课税原则，即将每个纳税人一

年内的所得合计加总，然后适用个人

所得税税率课税。为对不同来源的所

得进行精细管理，客观反映各种个人

收 入及其成本和劳动付出，日本将纳

税人的所得分为 10 大类，每一类分别

计算所得。对工 薪所得、营业所得、不

动产所得（房屋出租）、退职所得、除

不动产及股票以 外的其他资产转让所

得、一次性 所得及杂项所得进行综合

课税，红 利所得原 则 上 进行 综 合 课

税；对便于源泉扣缴的或能体现政府

管理意图的所得规定实行源泉分离课

税，如 利息所得、山 林所得及 小额 红

利所得和转让 所得（小额 红利所得也

可选择综合课税）、不动产及股票转

让所得等。源泉分离课税后不再计入

综合课税总额中，这实际就具有了分

类课税的特性。

日本对纳税人的主要收 入部分实

行综合税制，对特殊项目进行分类课

税、源泉扣缴，既保证了税收的公 平，

又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征 税 成本，提

高了征管效率。

二、完善的税前扣除机制

纳税人取得各种个人收入的过程

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所得的

衡 量应是取 得的收 入扣减与其取得

收 入而 支出的耗费或亏损后的差额。

同时，纳税人的各项所得应根据其家

庭负担状况进行生计扣除，以保证纳

税人本人及 家庭 成员的基本生活 所

需。因此，日本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包

括两部分 ：成本扣除及 生计扣除。

（一）计算各 项 所得时的成本扣

除。日本将纳税人的所得分为 10 大类

的主要目的是合理扣除与取得各种收

入直接相关的成本与劳动付出，以 客

观反映各项所得。除利息所得没有税

前扣除外，其他的每一项 所得的计算

都有相应的扣除。如 红利所得为红利

收 入扣减为购买股票而借入的资金利

息后的净所得；不动产所得、营业 所

得和山林所得都是由年度总收入减去

必 要费用后作为综合课税所得处理，

必要费用除 包括销售成本、销售费和

一般管理费外，还 包括 专项基金、准

备金和特别折旧等；工薪所得为工 薪

收 入扣减工 薪所得扣除额后的差额。

其中，工 薪所得扣除实行标准扣除或

据实扣除的方法。标准扣除采用工薪

所得超额 累退比 率制，工 薪扣除额 =

相应级 次的最低 扣除额 +（工 薪收 入

额-该级次下组限）×该级次扣除率。

以 超额 累退比率确定扣除额，从扣除

绝对额 来看，高收 入者要高于低收 入

者，体现了个人收入与费用支出正 相关

的关系，从 累退的扣除率来看，又对高

收 入者的费用扣除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限制。扣除比率的累退性，有效地控

制了高收入阶层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

的好处，体现了向低收 入纳税人倾斜

的税收政策，较好地将为取得工 薪收

入发生的费用支出与所得税的公 平特

性 结合起 来。这种费用扣除方法在世

界各国中并不多见。另外，如 果工作所

需费用中的主要 5项（上班交通费、调

动工作时的搬 家费、培训费、取得资

格费用、因工 作而 两地分居时的探亲

费）实际支出合计数 大于按规定计算

出的工薪所得扣除额时，可据实扣除。

（二）综合课税所得的综合扣除。

各项收入根据上述扣除后计算出相应

所得，将属于综合课税的所得汇总得

出综合课税所得，进行亏损抵补和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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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扣除工作。亏损抵扣是针对不动产

所得、营业所得、山林所得、转让所得

等可能出现的负所得，即亏损的处理。

原则上，可以按 一定程序从 其他所得

中跨类抵补，以 准确反映纳税人的实

际所得；综合扣除目的是保证纳税人

家庭基本生活的支出需求。税 法根据

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制定了形式多样的

扣除标准，以针对纳税人在负担程度

和需要方面的差异进行区别对待。比

如，损失扣除和医疗费扣除是针对家

庭遭受自然灾害损失和巨额医疗费超

过医疗保险支付部分而设定的特殊扣

除，以 帮助这些遭受意外打击的家庭

度过难关；对老年人、残疾人、寡妇鳏

夫的扣除，体现出政策对弱势群体的

倾斜；对的特定抚养对象（16—23岁）

的扣除，缓解了家庭成员接受非义务教

育的高额支出负担。综合扣除分为对人

的扣除和对事的扣除两类，这也是独

具特色的。对人的扣除充分考虑了纳税

人负担的家庭成员的具体情况，以 照

顾低收入者的生活需要，包括基本扣

除、配偶扣除、抚养扣除、老人扣除及

残疾人、寡妇、鳏夫、打工学生等扣除，

家庭负担越重，则扣除越多。除此 之

外，还可以 进行对事的扣除，包括医疗

费、社会保险费、人寿保险费、财产保

险费、捐款、小企业互助基金及灾害损

失等7 方面支出按一定标准予以 扣除。

这样，综合扣除既考虑了需负担的家庭

成员组成情况，还考虑了纳税人家庭

发生的一些必要支出。经以 上亏损抵

补和综合扣除工作后，形成综合课税

所得，属于分离课税的所得项目不进行

这部分扣除，直接进行源泉扣缴。

日本的税前扣除办法既充分考虑

了与收入相关的成本耗费，客观衡量了

各类所得，其综合扣除还较细致地区

别对待了不同家庭生活负担差异现状，

较好地体现了所得税量能负担的公 平

原则。但是，其税前扣除标准尚缺乏

指数化 机制，不能及时体现出因通货

膨胀而引起的生计费用的变化，同时，

统一标准的综合扣除方式不能反映出

纳税 人生活 费支出的地区差异，对于

高物价地区的纳税人来说显失公 平。

日本个人所得税税率表（2007年）

三、税率方面以超额累进税

率为主，比例税率为辅

综合课税所得及实行分离课税的

山林所得适用6级超额累进税率。实行

源泉分离课税的利息所得、小额红利

所得、不动产及股票转让所得单独规

定相应的比例税率，体现出政府对不同

所得的调控、管理手段，同时简化税收

计算，便于税源控制，降低征税成本。

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 来，日本经

济发展趋缓，为吸引投资、促进消费

以 提振 经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减税措施，最为重要的是调整个人所

得税累进税率。1969—1983 年，日本

的个人所得税实行 16 级 超额 累进税

率，最高边际税率达75% 。经历次调

整，到 2007年，税率的档次已经减少

到 6档，最高税 率已经降为 40% 。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 来，最高边际税率

总的趋势在下降，税率级 次减少而级

距 扩大。同时，相同的所得额 适用的

最高边际税率在减少，以 年应纳税所

得额 300 万 日元 为例，最高边际税率

1969 年为 35% ，1984 年为 17% ，1987

年为 16% ，1989—2007年为 10% 。加

上税前扣除标准的不断宽松，日本个

人所得税 呈明显的减税 趋势。减税

惠及 大部分 纳税 人，但 减税措施明

显倾 向高收 入者。以 年应 纳税所得

额 10000 万 日元以 上 为例进行 测算，

1969 年对应的最高边际税率为 75% ，

需 纳 税 6542.4万 日 元，2007年 则 为

40% ，只需纳税 3720 万 日元。假 定忽

略年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差异，则可

节税 2822.4万 日元，减税额占 其年

所得额的 28.22% 。而 如 果年应纳税

所得额 为 100 万 日元，则最高边际税

率则由 1969年的 18% 下降 为 2007年

的 5% ，应 纳 税 额由 14.4万 日元下降

为 5万 日元，减税额占其年所得额的

9.4% ，减税程度明显弱于高收入者。

四、有针对地实施税收抵

免和特别减税措施

税收抵 免是 直接从应纳税 额中

抵免部分税款的方法，与税前扣除措

施相比，税收抵免对纳税人的纳税负

担影响更加直接和明显。日本个人所

得税的税收抵免主要是减轻或避免

双重征税及对特定所得项目实施政策

鼓励。前者有红利的法人税抵免和外

国税额抵免，后者有长期住 宅贷款特

别抵免和其他特别政策抵免。

特别减税是日本政府根据国家财

政经济状况及施政目标实行的临时性

的减税措施，包括定率减税和定额减

税。如 1998年的特别减税是按 一对

夫妇 两个孩子的家庭退税13.75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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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定额 方式实行的，1999 年改 为按

个人所得税额 20% 的定率减税方式；

特别减税通常按年度实施，以 后年度

不一定按原方案减税。如 2006年是按

个人所得税额的 10% 的相当金额，最

高不超过 12.5万日元 定率方式减税，

而 2007年定率减税方式就被废止。

定额减税方式充分照 顾 了低收 入

者，但受到高收 入阶层的指责。而在定

率减税方式下，无论 其原 来的纳税额

是多少，均实施 统一的减税幅 度，以

体现所谓“纳税应由国民广泛地负担”

的原则。定率减税方式明显偏向高收

入者，受到广泛的批评。

五、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有

机结合

对便于税源控制、能 有效提高征

税 效率的所得项目，如 利息、股息所

得、工 资薪金、退职 所得等，由纳税

人收 入的支付者进行源泉扣缴，以保

障税源。对综合课税的所得项目及不

能有效进行 源泉控制的分离课税 项

目，年终由纳税人自己计算所得税额，

向税务部门申报，主动纳税。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纳税人必须每

年年终亲自去税务署申报纳税。日本

个人所得税的自行申报分为工资收 入

者和非工资收 入者两种情形。税法对

收 入来源渠道单一、且年收入在 2000

万日元以 内的工资收入者采取了简化的

所得税征管办法，一般职员的个人所得

税由所在单位代扣代缴，所在单位根

据职员的工资水平、家庭构成情况等方

面资料，按照规定的税率每月从工资中

扣除一定的税额（可以 从 源泉征收税额

表中查出）。年末对每月扣缴的税款作

多退少补的精算，相当于我国所得税的

年终汇算清缴工作，即将职员的年终自

行申报工作集中交由雇佣者完成，不再

需要纳税人本人申报。此外，还规定非

工资收入者及工资收入者中年收入超

过 2000万日元高工资收入者、从两处
以上领取收入者、工资以外其他项目所

得超过20万日元者必须进行自行申报。
纳税人年终自行申报、汇算清缴

个人所得税是 实行综合税制的制 度保
障，日本税法将大量只 有单一工薪收

入的纳税人的所得税汇算清缴工作交
由所在单位，由专业的财务人员完成，

既 能保证年终申报的工作质量，又可

以 大大减轻税收 征管机构的工作量，

节约了管理成本，提高了征管效率，同

时也降低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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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的国际借鉴

尹 旭  万 莎

目前，世界上个人所得税的课税

模式概括起 来包括综合所得税制、分

类所得税制和混合（或二 元）所得税

制三 种模式。纵 览世界各国税制，个

人所得税模式的演变趋势表现为 ：目

前真正实施纯粹的分类所得税制和综

合所得税制的国家比 较少，基本上都

是两者的混合物，只 是在具体执行中

混合的程度、具体模 式不同。鉴于各

国在税法实践中的选择，并考虑到我

国国情，笔者认 为选择混合所得税制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必 然选择。但从国

际成功 经验来看，实行混合所得课税

模式需要有较高的税收征管水平和有

效的外部配套条件作为 坚强的后盾，

而我国税收征管信息化水平比较低、

税源流失缺乏监管机制、税务代理发

展滞后严重阻碍了个人所得税课税模

式转换的进程。因此，应借鉴国际 经

验，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各项征管配套

设施，为个人所得税模式转变提供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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