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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个人所得税课税对象的
规定有待完善

刘安乐  夏宏伟

十一五规 划纲要提出要“实行 综

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正式提上议事日

程。课税对象的确定直接决定了个人

所得税的调节范围以及社会职能，确

定个人所得税课税对象范围，是新税

制设计的基础。

我国现行 税 法实行分类税 制结

构，以正列举的方式规定了11 类课税

对象，其中前十项应税 所得的范围，

税 法给予了明确规 定。第十一项“经

国务院 财政部门确 定征 税的其他所

得”作为个人所得税课税对象兜底性

条款，在立法时没有限定具体内容。

对今后新出现的需要征税的新项目及

个人取得的难以界定的个人应税所

得，可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纳入“经

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 税的其他所

得”进行征税。应当说，现行税法规

定的个人所得税课税 对象的范围更

宽、内容也逐渐增多，但是现行分类

税制模 式下课税 对象的规 定仍存在

三方面的问题。

1. 课税对象范围仍然偏窄

居民收入形式的多元化导致很多

收入没有纳入个人所得税调节范围，

原因主要是很多应该属于个人所得税

调 节范围的收 入脱 离征收 机 关的监

管；部分影响居民收 入分配结构的

收入没有纳入个人所得税调节范围。

这些问题 致使近年来个人 所得税 出

现了逆向调节趋势，即工薪、劳务等

勤劳所得构成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成

分，税负较重；而资本性所得的税负

相对较轻，有些甚至没有纳入应税所

得范围。

我国现行分类税制以正列举的方

式规定课税对象，造成课税对象范围

较窄。尽管税 法规 定了“经国务院财

政部门确定的其他所得”作为课税 对

象兜底性条款，但是当前我国社会正

处于转型期，新的经济形式和收入分

配方式不断出现，如各种形式的违约

金和赔偿所得、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

产税后大规模农林业生产经营所得、

新农村建设中集体收益分配所得、各

种委托理财所得等等。纳税 人取得

的很多合法收 入都无法归入现行税

法规定的应税所得范围。如果申请归

入“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的其他所

得”，程序又比较复杂。自1994 年个

人 所得税 法修订后，实际明确 按照

“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的其他所得”

征税的所得非常有限，因此很多收入

并没有及时纳入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

范围，由此导致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

分配职能被弱化。

另外，部分灰色收入也没有纳入

应税所得范围。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

11 个应税所得都是合法收入，原则上

将灰 色收 入和非法收 入排除在应税

所得范围之外。但是在征税时税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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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很难判定纳税人收入的合法性，而

且也没有义务和权利判定收入的合法

性。将应税所得界定为合法收入缺乏

可操作性。另外，从部分发达国家税

法来看，也没有以收 入是否合法为标

准来判定收入是否应税。美国税法规

定不管所得是否合法，凡是增加一个

人负税能力的所得都是应税所得。日

本税法规定某项所得是否应税不必对

产生该所得的行为进行法的判断，而

应视其实现的经济结果来判断。我国

现行税 法将应税 所得限 定为合法收

入，缩小了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限制

了税收调节职能的发挥。

2.不同税目之间容易混淆

部分所得项目之间的边界范围划

分不清，在实际操作中容易造成收入

项目定性 不准确 或难以定性的问题。

如工薪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等。判断难

度上的增加，一方面加大了税务机关

征收成本和纳税人遵从成本，另一方

面也为纳税 人利用税收政 策漏洞逃

税提供了可能。

3.资本性所得规定过于笼统

税法规 定，深、沪两市流通股票

转让所得暂免征税，其他股票转让所

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税。在股票恢

复征税之前，基金转让收益暂免征收

个人所得税。同是资本利得收益，税

法采取了不同的税收政 策。在政策制

定之初，为了支持股票市场的发展，出

台上述政策是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的，但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企

业融资方式发 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继

续维持现行税收政策，容易造成税负

不公。首先，金融衍生产品不断出现，

其转让方式和收益形式也多种多样，

如果再继续对深、沪两市流通股票和

基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其他资本利得

按照20% 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容

易造成税负不公。其次，创业板市场

推出后，部分中小企业在创业板上市

流通，如果对创业板股票转让所得采

取深、沪两市流通股转让所得税收政

策，对其他没有上市的中小企业来说

税负严重不公 平。再次，分类税制在

征税时并没有考虑资本利得的取得时

间长短，一律按照20 % 的税率征收不

利于鼓励长期投资。

4.税收优惠政策过多

现行 税 法设 定了较多的税 收优

惠，这些政策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需

要的。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有些

优惠政 策已经很陈旧，成为纳税人逃

税的手段，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进行

支持的产业或特殊人群又缺乏相关政

策支持。如福利费免税，原只是限定

给个别困难职工的困难补贴，但是许

多企业利用这项优惠政策给所有职工

发放福利费补贴，逃避纳税 ；个人用

工资缴纳养老保险时允许在个人所得

税前扣除，退休取得养老费和退休工

资时再免税，等于个人的一份工资取

得了双重税收优惠；退职费免税，按

照国务院1978 年的规 定，只有因工

伤、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个人可以取

得退职费，而因企业改组改制、丧失

劳动机会、被买断工龄、解除劳动合

同的大量职工，他们取得的经济补偿

金却不能免税；外籍人员从“ 三资”企

业取得的股息免税，而我国公民取得

的股息要征税；同是奖金，省部级奖

金免税，省部级以下的却不免税，认

定发奖单位级别的工作增加了税务机

关的工作量，同时易使个别单位钻政

策空子。

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

管，是我国税制改革的整体原则，也

是个人所得税改革需要坚持的原则。

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应该进一步拓宽

税基，应归入个人所得税纳税范围的

收入都纳入应税范围。

1. 拓宽课税对象的范围

一是减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首先，对于已经归入纳税 范围但政策

规定免税的，需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确定是否继续保留。对不

再适用社会发展需要的，如省部级以

上发放的奖金等，应该废除；对于需

要给予鼓励的，如弱势群体、再就业

等，继续给予或者新增税收优惠。但

总体上来讲，应减少税收优惠，进一

步拓宽税基。其次，对计划经济体制

下没有纳入工资总额范围的补贴性质

的收入归入应税所得范围。在1993 年

设计个人所得税时，计划经济成分还

比较浓，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很多收入分配并没有纳入工资总额范

围，如书报费、洗理费、市内午餐补助、

住房提租补贴及按照行政级别发放的

电话补助等等。税收政 策通常规 定，

在标准范围之内的补贴可以在税前扣

除，超过标准的要并入工薪所得缴纳

个人所得税，企事业单位可以比照执

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事业单位

不再存在行政级别，无法参照机关单

位执行，再者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

改革中逐步取 消了上述补贴项目，如

果继续对这些政策实行免税，一方面

容易造成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不公，另

一方面容易诱导部分纳税人利用政策

来逃避纳税。再次，随着证券市场的

日趋完善和投资者心理的逐渐成熟，

对部分免税的资本利得恢复征税的时

机也日臻成熟。依据税负从轻、普遍

征收、鼓励长期投资的原则，应将证

券市场中的所有品种包括A、B 股、企

业债券、金融债券、基金及各种保险、

金融理财产品纳入个人所得税征税范

围，对深沪A 、B 股票转让所得恢复

征税。

二是摒弃只有合法收入才能成为

课税对象的概念。在确定征税所得范

围上，应遵循所得税法独立原则，不

管其是否合法（在进入法律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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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做出判决前，有时很难确知一项所

得来源合法与否），凡是能够增加一个

人税收负担能力的所得都可以是应税

所得，只要其符合税法关于应税所得

的规定。

2. 明确课税对象的性质

2008年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将“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纳入

个人所得税课税 对象的范围，在设计

新税制时，应进一步明确“其他形式的

经济利益”的范围，对可以转化 为现

金的福利性收 入要明确 列入征 税 所

得范围。对多数与职务或所在单位有

关的“待遇”性实际所得，应着眼于深

化市场改革的趋向，逐步将隐性收入

转为显性、账面收入，变“暗补”为“明

补”。实行改革以后，这些所得应作为

劳动所得的一部分列入个人所得税应

税范围。但考虑到社会改革发展的需

要，在征税时可以允许一定限额内的

扣除，超过标准的要并入应纳税所得

额计算纳税。

3. 改进课税对象的界定

以正列举方式规 定应税课 税 对

象，容易造成范围过宽，在新税制设

计中，应以下定义的方式界定课税对

象。基于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借鉴

西方国家个人 所得税课税 对象征管

经验，我国个人所得税课税对象应界

定为，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提供

劳动、进行生产经营、投资活动及财

产收入转移和其他途径获得的一切可

以用货币来计量的收入或所得，但是

政策规定免于征税的除外。在此基础

上，根据课税 对象的特点不同，区分

为劳动所得（ 包括工薪所得和劳务所

得）、经营所得（包括个体工商户生产

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所得、个人

合伙企业所得、承包承租 经营所得及

相同性质的各 类经营所得）、资本所

得（ 包括股权、债权、期货、信托等有

价证券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非证券类财产转让所得、租赁

所得（ 包括财产租赁所得和承包承租

经营权的再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稿酬所得并入此项目）及“其他增加

个人负担能力的收入”。对其中每项所

得，应根据其特点尽量作出宽泛的定

义，特别是“ 其他增加个人负担能力收

入”，作为兜底性条款，应该涵盖不属

于其他税目范围但又应征税的应税收

入，如各种性质的赔付所得、中奖所

得、赠予所得及各种非劳动性质的奖

励所得等等。

（作者单位：北京市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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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盱眙：将外省劳动力纳入
本地技能培训计划

江苏省盱眙县加大财政投 入，把 外

省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训纳入本地劳动

力开发培训计划，先后投入培训资金 40

万元，对来自广西、四川、陕西等西部地

区省份的 768名跨省劳动力实施免费劳

动技能培训。

（闻齐新  卓亚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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