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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元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究竟是高是低
夏琛舸

前段时间，大连、北京等一些地

方通过增加免税扣除额，提高了个

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与税法规定

的扣除额已经存 在一定差异。此

前，有关我国个人所得税免税扣除

额的讨论就时常见诸报端。有种代

表性的提法认为，现行扣除标准已

经实施多年，其扣除水平偏低，应适

当上调。本文认为，评价我国个人所

得税扣除标准的高低，应首先进行

相关的国际比较，再根据改革和完

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总体方向，对

我国个人所得税免税扣除额的高低

得出基本结论，以便形成相应的完

善思路。

一、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

国际比较

从理论上说，个人所得税的扣

除项目主要由三部分构成：一是纳

税人养家糊口的生计费用，这主要

是为了保障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二是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有关

费用（以经营性费用为主），比如差旅

费、利息费、律师费、保险费等；三

是为了体现特定社会目标而鼓励的

支出，如慈善捐赠、赡养费等。在各

国税法中，扣除项目主要有个人宽

免、经营费用和非经营费用三类，美

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在此之外还强调

对亏损的处理 ，所以 在这类国 家

中，扣除项目还包括亏损。

部分国家 1 9 9 9 年度基本宽免额的比较

各国税法对生计费用的正式用

词通常为 “个人宽免”，有的国内学

者也将其称为 “家计扣除”。它是对

有效维持纳税人本人及家庭生计与

健康所必需的生活费用支出项目的

扣除，其实质是扣除纳税人的基本

生活费用，保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

产。在个人宽免的设计上，许多国家

考虑家庭因素，即纳税人的配偶、老

人、孩子数量、被抚养者数量，部分

国家还专门照顾残疾人 ，所以个人

宽免的内容比较宽 泛。一般做法

是，先规定基本宽免，然后针对配

偶、子女、老人、被抚养者、残疾状

况等分别规定各种补充宽免。在扣

除方法上，个人宽免普遍采用定额

扣除的方式，少数国家采用比率扣

除或定额与比率扣除相结合的形

式。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很多国家

定期对个人宽免额进行指数化调

整。
由于个人宽免的内容较多，这

里主要对基本宽免进行国际比较。
如下表所示（货币单位：美元），将

部分国家 1999 年度的基本宽免额按

照该年度相应的汇率（世界货币基金

组织公布的官方汇率）统一换算为美

元，并结合其人均 G D P 状况做一比

较。对于入选的少量采用分类制的

国家，使用的是其针对工薪所得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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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基本宽免。

上表可见，不同国家的基本宽

免与人均 G D P 的比率相差很大。高

收入国家这一比率明显较低，从样

本国家的情况看，最高未超过 30% ，

这说明高收入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高，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强。中等收入

国家这一比率多在 30 % 以上。低收

入国家这一比率更高，多在 50% 以

上。这一比率实际上可以反映出一

国纳税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比率

越高表明纳税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

越小，说明低收入国家的个人所得

税普遍未成为普及型税种。
当然，上表的国际比较只具有

一定的参考意义。比如我国的 800 元

扣除标准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扣除

额，其含义不仅局限于基本宽免，自

然远大于类似国家的基本宽免额。
但通过扣除额与 G D P 的比例的比较

还是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相对

于我国目前的人均 G D P 水平而言，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标准还是比

较高的。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

标准高低的结论

设计和判断我国个人所得税扣

除标准的高低，更多地要考虑到我

国的国情，考虑到税种未来的建设

方向。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所得税

发展史的研究，笔者发现，所得税遵

循着这样一个发展历程：起初只是

补充财政收入的辅助税种；随着国

民经济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纳

税人的数量逐渐增多，成为一种普

及型的 “大众税” ；至人均收入达到

一定水平后，开始成为主体税种。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远没有

达到 “大众税” 的程度，纳税人的数

量和税额都很有限，距离主体税种

的要求就更远了。从税制建设的角

度看，提高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

税）的收入比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

的税制建设方向之一。并且，这对于

振兴我国财政、丰富宏观调控政策

工具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

此 ，放 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 “门

槛”，逐步扩大纳税人口数量，是促

进个人所得税发育成为“大众税”的

必要手段。如果按照这种政策思路

判断，本人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

扣除标准 在现阶段还是比较适宜

的。
这里还需要澄清另一个问题。

有种观点认为，现阶段为加强调节

收入分配、促进公平，应提高扣除标

准，使得个人所得税成为一种主要

针对富裕阶层征收的税种。笔者认

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通过个人所

得税促进公平是理所应当的，但这

种纵向公平的实现应主要通过累进

税率结构，而不是通过提高扣除标

准去实现。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扣除

项目的改革取向

完成扣除标准高低的讨论后，

我们更多的应着眼于扣除方法的改

进和个人所得税的完善上。由于征

管水平的限制，我国采用了分类征

收的模式，采用的是简单的定额扣

除和定率扣除的办法。尽管这些设

计存在诸多固有的缺陷，但本人认

为 ，考虑到我国 现阶段的征管环

境，这种设计是适宜的。完全照搬或

者盲目接轨发达国家复杂的税制设

计，至少目前是不现实的，实践中也

缺乏可操作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

子，发达国家的个人宽免设计较多

地考虑到家庭因素，如孩子多少、赡

养者数量、残疾状况等，但这与我们

的国情有一定差异：在计划生育成

为基本国策的情况下，孩子的数量

可以不予考虑；我国的血缘和亲情

气氛浓郁，针对赡养者的扣除项目

将给税收征管工作增加很多难题；

更主要的是我国个人 所得税的登

记、申报、缴纳、检查等配套制度还

处于摸索成型阶段，短期内无法支

持复杂的计税方式。
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

的个人所得税还应该继续采用综合

性的标准扣除（即定额或定率扣除）的

方法，简化征管程序。但考虑到国家

相关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可以

考虑通过附加扣除的形式，体现税

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例如，可以针

对残疾人设置专项附加扣除；配合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允许扣除向国

家缴纳的社会保障费，以及一定限

额内的商业保险费用；配合住房制

度改革，允许扣除个人住房的贷款

利息（但要设置严格的限制规定）；等

等。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待个人所

得税逐渐成为 “大众税”以后，配合

个人所得税向综合征收模式的转

化，到时再考虑参照发达国家的做

法，丰富扣除项目的内涵。
（作者单位：海南省人民政府研

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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