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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上大 多数国 家，尤其是发

达国 家都对资本利得征税 ，虽然并

没有一套固 定的课税模式，但各国

的 不同 做 法 ，也有了 比较借 鉴之

处。

一、征收方式的不同处理

各国对资本利得课税主要有三种

处理方式：

1 . 将资本利得纳入一般所得，分

别征收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多

数国家如美国 、 加拿大 、西班牙、 日

本、 卢森堡、 瑞典 、 芬兰、法国、 印

度等，都采用这种方式。
2. 将资本利得从一般所得中分

离出来，单独计征资本利得税。如丹

麦、 爱尔兰、 意大利 （自 1991 年之

后）、葡萄牙、瑞士 （大多数州） 和英

国 ，采用这种方式。
3 . 还有少数国家除将资本利得

并 入一般所得征税外，再征收一定

数量的特别附加税。

二、资本利得和一般所得范围

的界定

由于资本利得与一般经营所得之

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所以应对二者做

出界定，通常有以下三种标准；

1. 持有动机标准。凡是为了拥有

而取得的资产 ，其收益视为资 本利

得；凡是为了再销售而取得的资产，

其收益视为一般所得。
2. 资产用途标准。凡是为了经

营而取得的资产 ，其收益视为一般

所得；非经营而取得的资产，其收益

视为资本利得。
3. 时间标准。资产持有期限长

的，其收益视为资本利得；资产持有

期限短的 ，其收益视为一般所得。
由于持有动机标准和资产用途标

准在实践中不易操作，目前大多数国

家都 采用简便易行的时间标准。另

外，根据持有时间又将资本利得分为

长期资本利得和短期资本利得。对于

持有时间，各国 又有不同的规定。如

芬兰将持有5年以内的资本利得视为

短期利得，持有5年以上的视为长期

利得；美国则将持有时间在1年以内

资本利得视为短期利得，持有1年以

上的视为长期利得。

三、资本利得课税的税负选择

各国对资本利得的税负选择一般

有两种：

1 . 等税负。即对资本利得和一

般所得同等课税。主要是因为二者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果

对资本 利得的课税轻于一般所得，

则纳税人为了避税会将一般所得转

化为资本利得，这样一方面造成税

收的流失，另一方面将扭曲资源配

置。

2. 低税负。多数国家对资本利

得 课以 轻 税 ，主要 是 基 于 以 下 考

虑：一是资本利得的形成需要多年

的 积累 ，由于通货 膨胀的 普遍 存

在 ， 资本 利得中含有 “虚增” 的成

分。二是对资本 利得的课 税是在实

现的当年集中一 次征收 ，如果按一

般所得的税率对期征收 ，税负将高

于逐年按增值额来征收。三是资本

利得的低税率 会显著提高资本 利得

尤其是长期资本 利得的实现程度 ，

有利于资本市场的 发育 ，加快经济

建设的步伐。

四、资本利得税率的选择

各 国 资 本 利 得 税 率 形 式 主要

有：

1. 累退税率。根据不同的持有

时间，设计累退税率。如爱尔兰规

定：持有时间 1 年以内的资本利得，

税率为 60% ；持有 1— 3年的 ，税率

为 50% ；持有 3 — 6 年的，税率为

35% ；持有6年以上的，税率为30%。
2. 单一比例税率。如丹麦，资本

利得统一实行 50% 的税率。
3 . 差别比例税率。典型的是美

国 ，个人资本利得最 高边际税率为

28% ， 1 年以上 5 年以下的资本利得

税率为 20% ，5年以上的资本利得税

率为18% ，对于处于使用最低税率的

阶层 （边际税率 15% ）的纳税人，20%

下降到 10% ， 18% 下降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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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税率。如意大 利的征券

利得课税有两种税率可供纳税人自

行选择：一是分析税率 （25% ）。应

税利得按资产购销价差，经过通货

膨胀调整，再扣除资本损失以 后的

余额计算。二是比例税率 （15% ）。

用于不记名的交易 ，按证券市场的

行市为基础确定税基。

五、主要的税收优惠

各国一般都给予资本利得一定的

税收优惠，主要的措施有：

1. 设定免征额。如英国 1999—

2000年资本利得税的年免征额为7100

英镑。
2. 对长期资本利得降低税率，而

且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税率越低。如

美国 1997年规定 ，2000年及以后所

购买且持有时间不少于18个月的 （以

后 又改为 1 2 个月 ），其 利得 税率为

20% ，不少于 5年的资产，其利得税

率 为 18% 。

3 . 对于用 于再投 资的 资 本 资

产，其利得一般给予免税或递延免

税。卢森堡、葡萄牙、西班牙、 丹麦、

波兰等国家都有此规定。
4.资本损失的处理。各国一般都

允许资本损失有一定的抵补范围和抵

补期限。抵补范围 又有三种处理方

式：资本损失可以冲减一般所得，还

可以向前 、 向 后递延到以后年 度冲

减。如美国税法规定个人的长、短净

资本损失可以冲抵一般所得，但每个

纳税年度的冲抵额不得超过 3000 美

元 （短期先于长期适用 3000 美元的

限额）；公司的长、 短期净资本损失

当期无法完全冲抵的可以前转 3年和

后转 5 年抵减资本利得。
5 . 通货膨胀的 指 数化宽 免。由

于资本利得课税对象是资本资产，且

一般持有时间越长，受通货膨胀的影

响越大。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对资本利

得的不利影响，许多国家实行通货膨

胀的指数 化宽免 制度 ，如英国 、 美

国 、 澳大 利亚、 印 度 、 菲 律宾 、 土

耳其 、 西班 牙等。

六、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目前，我国的税法中没有资本

利得的概念 ，对资 本 利得课税只 是

分散在各种税种中。笔者认为，应对

资本利得税进一步完善，其原因一

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资本

市场的 不断完善，资本利得税的税

基会越来越大，开征资本利得税可

以筹集一定的财政收入。二是目前

我国 对资 本市 场 （尤其 是 证 券市

场）缺乏必要的管理，非规范化、 非

制 度 化 、 非 法 制 化的 因 素 大 量 存

在，越来越需要用税收的手段去加

强管理。三是对资本利得课税，有利

于实现社会公平。这也是大多数国

家开征资 本 利得税的 主要目的 ，因

为资本利得和一般所得一样，增强

了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针对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的现状、

税收征收管理水平和其他改革要素，

借鉴国外的经验，完善我国资本利得

税制应本着 “税负从轻，税制从简，

便于征管，实行优惠” 的原则进行。
1.纳税人。资本利得税的纳税人

为实现资本利得的公司和个人。同

时，进一步将纳税人分为居民和非居

民纳税人。对居民纳税人，就其来源

于世界各地资本利得征税，非居民纳

税人只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资本利

得征税。
2. 征收 方式。并入一般所得征

税。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征收管理水平

较抵，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较差且会计

核算水平低，如果单独开征资本利得

税，征收管理的难度大，同时也会加

大纳税人的心理负担。所以，应借鉴

大多数国 家的做法 ，将资 本 利得并

入一般所得征税。
3 . 征税范围。采用时间标准界

定征税范围，根据持有期界定长、短

期资本利得。我国可规定持有期在 1

年以内的资产获得的收益为短期资本

利得，持有期在 1年以上的资产获得

的收益是长期资本利得。
4. 税率。我国资本利得税的税

率设计可采取以下三种形式：（1）

将资本利得并入个人所得和公司所

得，适用所得税的税率。（2） 区分

长、短期资本利得，只对长期资本利

得的一部分征税。且规定长期资本利

得的最高适用税率；短期资本利得的

税率不高于同期公司所得税、 个人所

得税的最 高适用税率。（3） 主要针

对长期资 本 利得 ，以持有时间为标

准，设计累退式的税率，即长期资本

利得中免税的部分随资产持有期的增

加而增加。
5 . 税收 优惠。（ 1 ） 采用资本损

失 抵 补 制 度。对 于 个 人的 资 本损

失，每年规定限额扣除，超出的部分

结转到以后年度资本利得或损失；

对于公司的 资本损失可以冲销当年

的资本利得 ，未冲销完的部分可借

鉴我国 公司所得税的 规定 ，允许纳

税 人 前 转 和后 转 抵 减 资 本 利得。
（2） 再投资优惠。对于再投资的资本

资产所获得的资本利得，允许全部

或部分免税。（3）通货膨胀的指数化

宽免。可以按照零 售物价指数计算

通货膨胀宽免数额 ， 在计税依据中

将其扣除。
（作者单位：东北 财经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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