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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息 税 ：

不宜轻言 取 消

李鸿俊

近一段时期以来，社会上对利

息税的争论逐渐升温，要求利息税

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的呼声比较强

烈，部分专家和学者甚至提出继续

征收利息税是否合理的疑问。现结

合社会上对利息税改革的 讨论情

况，谈几点个人看法。

对利息税的效果应综合

考察，不宜轻言取消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

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势头，经济增

长动力不足，为了拉动内需，刺激

居民消费，政府作出了恢复征收利

息税的决定，并从 1999 年 11 月 1 日

起实施，对居民储蓄所得收入按

2 0 % 的比例税率征收。时至今日，

利息税已经开征五年，社会上对其

实施效果评价差异较大，一 种观点

认为，利息税对 “分流储蓄，刺激

消费” 的实施效果非常有限，积极

作用退化，应适时取消利息税。但

笔者认为，开征利息税的作用是多

方面的，不宜轻言取消。

1 . 利息税征收效果良好，并在

客观上起到了调节高收入者的 作

用。税收最主要的功能是组织财政

收入，从这个角度考察，开征利息

税毫无疑问是成功的。2 0 0 0 年至

20 04 年，国家通过利息税组织的财

政收入分别为 149 亿元、279 亿元、

3 0 1 亿元和 3 2 2 亿元，特别是近两

年，利息税收入稳定在 3 0 0 亿元左

右，约占个人所得税收入 20% ，已成

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征管情况看，利息税税源可控、

征收简便、成本较低，是目前诸税

种中征收效率最高的一个税种。此

外，利息税在社会分配方面也起到

了重要调节作用。据金融部门估

算，目前 7 0 % 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

在 3 0 % 的人手中，因此，按照统一

比例 2 0 % 税率征收的利息税，从绝

对额上看，仍然是高收入者缴的税

多，即 7 0 % 的利息税收入来自高收

入者的钱袋。因此，开征利息税不

仅有财政意义，其政治意义也很重

大，与目前社会上要求通过个人所

得税加大对高收入者调节力度的呼

声相一 致。
2 . 利息税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

“分流储蓄、刺激消费” 的作用，基

本实现了预 期政策目标。笔者认

为，利息税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应一

分为二来看，利息税的 “挤出效应”

应予充分肯定，即通过对居民储蓄

存款加税减利方式，引导居民压缩

储蓄存款比重，增加其消费和投资

比重。尽管由于当前我国居民的收

入普遍偏低， 加之经济转轨时期未

来收入不确定性和社会保障体系不

够完善，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养

老、住房、教育、医疗和预防不测，

征收利息税不能左右这一储蓄动

机， 但是，从实际情况考察，确实有

大量的社会资金因征收利息税后开

始寻找其他的投资渠道，这一 点可

从国债、保险、基金和企业债券热

销中得到证明。因此 ，从储蓄动

机、消费意愿或社会存款居高不下

等推导出利息税实施效果差的结论

不成立。而且，我国目前形成的社

会消费和投资合理增长的好形势，

应该是国家实行一系列综合政策配

套运用的结果，开征利息税是其中

重要政策之一。当然，利息税的作

用不能理想化，其实施效果只能从

是否发挥了引导居民投资与消费倾

向来评价，不可能指望利息税来解

决社会投资与消费中存在的所有问

题。

3 . 开征利息税是完善税制的要

求，同时也优化了财政支出结构。

储蓄存款利息与工资 、劳务报酬、

股息红利等都属于个人所得，按照

税收的公正、公平和普遍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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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属个人所得项目都应纳入个人所

得税的征税范围。对利息收入征税

是国际上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主要内

容之一，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和

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将利息收入纳入

个人所得征税，并且鉴于利息收入

属于资本利得而非劳动所得，一般

课以较高的税率。因此，我国恢复

征收利息税，既是国家宏观经济调

控的需要，更是税制完善的内在要

求。按照利息税开征之初的设计，

国家财政将利息税形成的财力主要

用于提高下岗职工生活补助、城镇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及增加农村

扶贫资金等，从而客观上还起到了

在不同地区 、不同收入阶层之间

“抽肥补瘦”的作用，进一步优化了

财政支出结构。

利息税需要进一

步改革和完善

利息税是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

充分讨论而决定开征并以法律的形

式固定下来的。如果为了实现某个

即期调控目标而对其进行调整乃至

取消，这将会影响国家税法的权威

性和严肃性，也不符合税收中性的

原则 ，并增加制度转换成本。因

此，不宜取消利息税。但利息税实

施五年来，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通过改革来解决。

1 . 根据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

化情况，适时调整利息税税率水

平。在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当中，流

转税和所得税是主体税种，但在具

体政策摆布上，增值税、消费税、

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毫无疑问具有

重要的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而个

人所得税应当说偏重于社会收入分

配的调节。因此，对属于个人所得

税征税项目之一 的利息税，其效果

评价也应着重从调节功能发挥情况

来衡量。利息税收入属于资本利

得，理论上讲应征高税，但从我国

实际情况看，大多数城镇居民的储

蓄目的还是为了保值，并非是为获

取最大经济利益。因此，在我国目

前投资和消费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

情况下，应客观地评估利息税的作

用，适时降低利息税的课税强度。

2. 加快银行之间联网，实行存

款实名制，实现利息税梯次调节。
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角度出发，

将低收入者排除在利息税的征收范

围之外，是非常合理的。但由于不

同银行之间尚未实现计算机联网，

无法汇总个人的全部利息收入来征

税，因此，对低收入者的照顾政策

难以落到实处。因此，应尽快建立

银行之间、银行与税务之间的微机

联网，并实行存款实名制，使个人

收入透明化，便于税务部门汇总征

税。在此前提下，利息税就可通过

设置起征点或实行累进税率来征

收，实现梯次调节，更好地发挥利

息税调节社会高收入的作用。

3 . 建立科学的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实行利息税

的综合计征。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

实行的是分类征收制度，无法实现

个人全部收入的综合征税。彻底解

决利息税征收中 “一刀切” 问题，

更好地体现收入多多征、收入少少

征的税收原则，把税收优惠真正落

在低收入群体。从根本上讲，就是

要加快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实行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

制，将利息收入与工薪所得等合并

计算实行累进征收，这样才能切实

发挥利息税调控经济的政策杠杆作

用。
（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

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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