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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利用税式支出政策改善收入分配

毛 捷 

发生在初次分配环节，原因包括产

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和垄断

增加等。

其二，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居民

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具

体表现为城乡间收入分配不平等和

同类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不断加

剧。198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

1.70:1，1990年达到2.20:1，2000年

为2.79:1，2009年上升至3.23:1。与

此同时，由于区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

的地区不平衡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拉

大，同样是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也越

来越大。

其三，考察要素收入分配，劳动

收入份额不断被侵蚀。研究发现，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主

要是工资性收入，占比呈不断下降趋

势，资本和土地等其他要素的收入份

额呈上升趋势。

二、现行税制与收入分配

对于调节收入分配而言，现行税

制的作用有限。

1.初次分配中的税制与收入分

配。在初次分配环节，增值税、营业

税和消费税等流转税，以及资源税、

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等，都与收入分

配相关。流转税由于中性特征明显，

而且销售的货物和劳务与居民日常

生活紧密相关，税负容易转嫁给居民

部门，因此，增值税和营业税等流转

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但适度

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负，有利于

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然而，在目

前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下，降低

增值税或营业税税负可能造成财政

收入大幅下降，进而制约政府调控宏

观经济的能力，因此存在巨大的政策

风险。与此同时，消费税虽然可以直

接调节价格和引导消费，但纳入征税

范围的商品品目有限，限制了其调

节收入分配的功效。再看资源税。我

国的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资源使用

主要集中在东部，资源税从量计征改

为从价计征后，提高了资源税税负水

平，增加了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这

有助于缩小地区间财力不均等，促进

公共服务均等化，但并不直接影响收

入分配。

2.再分配中的税制与收入分配。

在再分配环节，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财产税（房产税、城镇

土地使用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土

地增值税）和流转税（增值税、消费

税和营业税）与收入分配相关。先看

所得税。就个人所得税而言，虽然采

用了累进税率，但由于财产性收入

等所得暂免征税，其调节居民收入

分配的作用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两

法合一后税率下调，而且存在为数

不少的减免或抵扣等优惠政策，其

调节要素收入分配的作用也有限。

再看财产税。虽然其对资本要素征

伴随着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

收入国家的发展进程，我国经济发展

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收入分配不

平等尤为突出。而以间接税作为主体

的现行税制，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有

限。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机制相对灵

活的税式支出政策，切实改善收入分

配，是一项亟待深入思考和付诸实践

的重要课题。

一、收入分配现状及其深

层次原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国

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出现了恶化，美

国、法国和日本等OECD国家的收入

分配不平等状况再次扩大，新兴工业

化国家（地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

遭遇了类似情况。例如台湾地区，在

1980年至1993年的短短14年间，基

尼系数从0.277增至0.316。我国收

入分配不平等状况也日益突出，成为

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一国或地

区的收入分配状况一般可从国民收入

分配、居民收入分配和要素收入分配

三个维度进行。

其一，考察国民收入分配，居民

部门的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利用

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

国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而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不断

上升。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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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但由于目前财产税收入规模小，

调节要素收入分配作用有限。而且，

我国的财产税主要是针对企业征收，

难以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此外，

由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也会影响

再分配。例如，低收入家庭负担的增

值税和消费税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要大于高收入家庭。

由于主要税种调节收入分配较

为乏力，因此，应充分发挥税式支出

的灵活性，合理利用税式支出改善收

入分配，增强整个税制的收入分配调

节作用。

三、税式支出的收入分配

调节功能

税式支出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

代末的美国，并由美国和德国财政部

门最早将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体系。

我国税式支出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

晚。目前，我国现行税式支出政策约

600项，覆盖了增值税、营业税、消

费税和企业所得税等15个主要税种。

政策数量较多的是企业所得税、营业

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式支出

可以调节城乡间、地区间和社会各阶

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中，针对所得

税和流转税的税式支出政策，其收入

分配调节作用尤为突出。

1.个人所得税的税式支出政策

与收入分配。个人所得税的税式支出

政策主要是指给予中低收入家庭抵免

个人所得税的优惠，也称“劳动收入

税收抵扣”。这种税收抵扣提高了中

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尤其是收入最

低的那部分劳动者的税后收入。与此

同时，高收入的劳动者没有获得任何

优惠。因此，这类税式支出政策对中

低收入劳动者进行了补贴，提高了中

低收入劳动者的相对收入，从而改善

居民收入分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中

有若干项税式支出政策专门针对失业

者、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包括：居

民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福利金、抚恤

金和救济金，免征个人所得税；残疾、

孤老人员和烈属的所得，减征个人所

得税；职工安家费、退职费、离退休

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我国目前的个

人所得税税式支出政策主要采用税收

减免的优惠方式，尚未与就业状况挂

钩，虽然也能调节收入分配，但激励

作用不足。

2.企业所得税的税式支出政策

与收入分配。企业所得税的税式支出

主要用于刺激特定行业或企业的发

展，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如果这类税式支出过多，一方

面将提高资本收入，不利于要素收入

分配的改善；另一方面将导致企业部

门收入占比提高，挤占政府和居民部

门的收入，不利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改

善。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式支

出政策惠及几乎所有行业的企业（住

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等少数行业除

外），政策数量超过100项，约占税式

支出政策总数的1/5。优惠面广虽然

有利于产业布局，但其对收入分配的

负面作用也比较突出。因此，应当适

度控制企业所得税的税式支出政策。

3.流转税的税式支出政策与收

入分配。流转税的税式支出政策将减

少消费者和企业的税负，从而增加居

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同时，由

于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而流转税的税

式支出政策可以降低间接税的整体税

负，提高现行税制的累进性，因此这

类税式支出政策也有利于改善居民收

入分配。

四、利用税式支出政策调

节收入分配的建议

1.加大个人所得税的税式支出

优惠力度，并改进相关政策的制度设

计。一方面，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式支

出政策的覆盖面，让更多的社会成员

享受到个人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另一

方面，增加优惠内容，调整优惠方式，

尤其要重视与中低收入家庭劳动所

得相关的税式支出政策的设计，激励

低收入者通过劳动来提高自身的收

入水平。

2.适度增加流转税的税式支出。

流转税税式支出政策能否显著提高

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取决于受惠行业

的供需弹性。全面加大流转税的税式

支出，可能既无法有效改善国民收

入分配格局，例如企业部门的收入增

长得更快，导致居民收入占比不升反

降，又会造成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

得不偿失。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增

加流转税的税式支出。尤其是对那些

需求弹性小、容易发生税负转嫁的货

物和劳务，应加大流转税的税收优惠

力度。

3.适度控制企业所得税的税式

支出。可以保留甚至加大对影响国计

民生的关键行业、重点发展的支柱产

业以及成长性好、吸纳就业能力强的

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优惠。除

此之外，其他政策应收缩或废止，以

减少企业所得税税式支出对改善收入

分配的负面影响。

4.将税式支出与其他手段结合

起来，更有效率地调节收入分配。社

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慈善

与捐赠等，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重要和

有效的收入分配调节手段。将税式支

出与这些传统手段进行合理组合，加

大社会保险缴费、慈善行为和个人捐

赠的税式支出力度，可以增强税式支

出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功效。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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