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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企业所得税改革趋势

本刊记者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掀起了世

界性的税制改革浪潮。企业

所得税改革是其重要内容，许多国家

都进行了所得税制改革，充分利用企

业所得税在组织收入和调节经济等方

面的功能作用，通过规范、完善和调整

税收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

税收鼓励措施，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刺

激投资，达到增加供给、促进经济发展

的目的。企业所得税改革一般呈现出

税率降低、税收调节作用加强、企业和

个人之间双重征税现象减少等趋势。

企业所得税制的国际比较

（一）纳税主体的认定。企业所得

税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所得税，另

一种是企业所得税，国际上通行的是

公司所得税类型。所谓公司所得税是

指以公司、企业法人取得的生产经营

所得和其他所得为征税对象而征收的

一种税。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如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征收企业

所得税，而征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管

辖权方面，以企业登记地或以实际管

理机构或控制管理中心所在地为认定

标准，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负有就其来源于国境内外的

所得缴纳所得税和就其来源于国境内

外的财产缴纳财产税的纳税义务。非

居民企业只就其来源于一国的所得或

财产向该国负有纳税义务。
（二）税基的确定。在应税所得和

会计利润的处理方面，在“成文法”国

家，由于会计制度以官方的会计法规

为主体，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相当接

近。“成文法”指国家按照立法程序 ，

用条文或文件的形式制定并经公布施

行的法律，与之相对的是“不成文法”。

在“不成文法”国家，如美国、英国等，

会计准则通常是会计师协会等民间组织

制定，应税所得和会计利润差异也大。
（三）税率结构。世界上大多数国

家实行比例税率，有些国家仍保留累

进税率，主要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企

业所得税的大头由大企业缴纳，税率

高了，小企业难于承受；税率低了，难

以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在比例税率

的应用上，由于各国货币制度、政府政

策和所得税的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差异，

有的国家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如意

大利、瑞典、澳大利亚等；而多数国家

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主要是对小型公

司的所得税采用较低税率。
（四）对成本费用的列支。对存货

的计价，许多国家都允许在先进先出

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等多种方

法间选择，但要保持连续性。有些国家

则明确不能采用后进先出法，如法国、

韩国、新加坡、加拿大等。因为后进先

出法是根据后购入的商品先领用或发

出的假定计价的，采用这种方法计算

的期末存货额在物价波动较大的情况

下，与市价偏离较大，不能反映当时存

货的实际成本，但计入销货或生产成

本的价格较接近市价，与当期销售收

入相配比，较能反映当时损益水平。有

不少国家允许采用市价与成本孰低法，

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市价

与成本孰低法是指对期末存货的计价，

当成本低于市价时，就按原始成本计

算，而当存货成本高于市价时，改按市

价计算存货成本。采用这种方法计算

存货价值时，其重置成本或再生产成

本下跌时可能带来的损失在当期就应

予以确认，但对市价超过原始成本时

可能带来的收益则不予考虑。在折旧

的提取方面，各国为了鼓励资本投资，

纷纷放弃“直线法”计提折旧，实行“余

额递减法”等加速折旧法，采用高折旧

率对固定资产进行第一年基础摊销，

税法规定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通常短

于实际可使用年限，有的国家对固定

资产的折旧摊提额规定可以大于固定

资产原值，许多国家实行固定资产投

资的税收抵免，额外给投资者一笔税

收补贴。

税率呈下降趋势

近年来，许多国家都进行了以降

低企业税负为主的所得税制改革，企

业所得税税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如 O ECD 国家法定公司所得税税率大

幅下降，平均税率从 2000年的 33.8%

降至 2006 年的 28.5%。英国公司税

1 9 80 年以来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从

52% 降至 1998年的 30%，小公司的税

率从 40% 降至2002年的 19%。爱尔兰

在1999年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2% 调至

28% ，并逐年下降，到 2003 年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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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经济转型国家也一样，企业所

得税税率呈下降趋势：俄罗斯企业所得

税税率已从35%降到2002年的24%，取

消税收优惠和免税期，2005年规定失

败的 R & D 项目费用可在2年内全部扣

除；捷克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已从

55% 逐步降至2006年的 24%，投资基

金、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的利润适用

5%的特别税率。2006年部分亚洲国家

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般在 17.5% 到

30%之间。实行企业所得税改革后，降

低了企业负担，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使国际企业税负差异缩小，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跨国纳税人的避税

行为，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球的正常

流动。

税收优惠趋于规范

税收优惠是促进公平与效率的手

段。许多国家在所得税改革中都注意

到了对于税前扣除和减免税等优惠政

策进行调整和规范，重新确定其范围、

标准，同时加强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

的调控作用。

（一）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和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发达国家对科研开发费用允许加速折

旧、特殊扣除或抵免，有的国家对于计

算机等高新技术企业用于科研开发的

资产、设备准予在购买当年全额扣除。

韩国一般企业按营业收人的 3%、技术

密集型企业按 4% 的比例在税前提取

“高新技术开发基金”，用于企业高新

技术的开发，并允许按其技术开发支

出的 5% （中小企业为 15%）直接从税

额中抵免，试验研究专用设施可以按

设施成本的 50%（国产设施的 70%）提

取特别折旧费；通过使用高新技术来

赚取利润的新风险投资企业可以按投

资额的3%（用国产设备投资的10%）抵

免应纳税额。
（二）扶持战略产业和特定产业的

发展。许多国家根据本国产业结构调

整的需要，对高风险行业、高附加值产

业、基础产业、节能环保等产业给予税

收优惠。如美国政府为了发展高技术

产业风险投资，降低了风险投资税率，

将风险投资额的 60% 免除征税，其余

40% 减少征收所得税，使风险投资税

率由 49 % 下降到 20% 。英国政府于

1983年制定了“企业扩大计划”规定

个人向风险企业进行投资可以免交所

得税，免税数额最高可达收益的 1/ 3。

日本对“指定行业”中对发展国民经济

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平起重要作用的特

定行业，实行合并时的免税注册，对企

业协会、医院或诊疗所等所拥有的固

定资产以及环保设施中的特定固定资

产，免征固定资产税。葡萄牙规定对

1999-2010年总投资额在10亿葡币以

上并对国内经济有战略意义的工业投

资项目，可在最长 10 年内享受 5% -
10% 的税收抵免。

（三）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英国在

1998年 7月将中小企业用于厂房、机

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的税前扣除由

原先的 25% 提高到 40%，2004年对中

小企业实行的第 1 年投资减免提高到

50%，为期1年。荷兰亦对年所得不超

过5万荷兰盾的公司扩大了投资扣除。
日本对研究开发型中小企业减免法人

税和所得税，企业因技术开发造成的

亏损金额可转移到下年度决算。德国

将中小企业设备折旧率从 10% 提高到

20% ，所得税下限降低到 19% ，对周

转额不超过 2.5万马克的小企业免征

周转税。

（四）扶持新办企业。法国规定新

办企业在前两年免税，以后3年分别减

免 75% 、50% 、25%；菲律宾对投资达

到 3亿美元的企业，可申请 12年内免

征所得税；英国 2002年将新创办的小

公司税率由 10% 降至 0。
（五）促进就业。比利时为促进长

期高失业地区开展新的经济活动，给

予企业 10年期的全部利润免税、免认

缴资本的注册税、免利息和股利的预

提税等优惠；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规定

对完成一定就业指标的企业给予税收

优惠；俄罗斯对于雇佣残疾人达到一

定比例的纳税人给予税收优惠。

（六）鼓励出口。巴西、韩国、墨

西哥、加拿大等国对出口商品实行免

征企业法人税等减免税政策。新加坡、

印度、马来西亚等国规定对出口收入

实行大幅度减税，最高幅度为90%。马

来西亚还对出口企业为推动设备及技

术现代化而进行的投资允许加速折旧。

企业与个人所得合并计算征收

把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合并

征收，避免双重征税，是目前所得税制

改革的新趋势。
（一）完全整合制。希腊把公司所

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完全结合起来，将

已经缴纳公司税后的利润分配排除在

个人收入之外，不征个人所得税。芬

兰、挪威、瑞典等国只对公司保留利润

征税，被分配的利润由股东缴纳个人

所得税。

（二）最后预提税制度。奥地利和

比利时等国对公司利润先在公司层次

缴纳公司税，再对税后利润进行分配

时必须预扣一定比例的预提税，股东

从剩余利润中分得的股息就不再缴纳

个人所得税。
（三）分率制。德国对股东取得的

股息按较低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其他所得按正常税率征收个人所得

税；对公司利润按正常税率征税，同时

对公司分配利润给予税率低于保留利

润的实际税率。
（四）归集制。部分欧盟国家将公

司层次征收的公司税全部或部分地归

集起来，减少股东个人就股息应缴纳

的所得税。股东可用股息所应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全部或部分抵免公司分配给

其股息的利润所承担的公司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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