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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有

了 较快增长，人民生活质量 不断提

高。但同时居民收入分 配的差距拉

大，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比较严重，

不 利于社 会安定和国 民经济健康运

行。要解决这一问题，完善个人所得

税制是较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1.提高免征额

1993 年我国修订《 个人所得税

法》，目的是在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

长的前提下，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

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环境。当时职工工资收入年平均不足

3000元，月均不足250元，绝大部分

人都与个人所得税无缘。因此，把免

征额确定在800元，确实能起到调节

过高收入的作用。但时至今日，对免

征额未作调整，很难与当前居民收入

状况相匹配。据有关资料显示，2001

年我国职工年均工资收 入达 9 3 0 0

元，月均 780 元左右，是 1993 年的

3倍多。鉴于此，若参照 1994年免征

额与职工工资收入之比（大约 1∶ 3），

笔者认为把免 征额调高为 2000 元比

较合适。
2.改变费用扣除方法

目前生计费定额扣除方法，存在

着扣除内容笼统、 扣除标准缺乏弹性

等缺陷，既未考虑家庭因素，也未考

虑 通 货 膨

胀因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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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要 求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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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使每

个 人 的 税

收 负 担 水

平 保 持 均

衡，即所谓

“ 横 向 公

平” 和 “纵

向公平”。横向公平的核心是经济能

力处于同一水平的纳税人，应缴纳数

额相等的税款；而纵向公平则要求经

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款，

纳税能力强的多纳，纳税能力差的少

纳。我国现行税法把所有应扣除的费

用都包含在800元的基数中，表面上

达到了横向公平，实际上，由于每一

个纳税人所负担的赡养人口不一样，

纳税能力不同却实行同样的扣除生计

费用后缴纳同等的税款，这样操作虽

然简便易行，但很容易造成税收负担

不平衡。因此应根据家庭结构重新设

计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并允许夫妻合

并申报纳税。另外，应该按照国际惯

例，在个人所得税的设计中，把劳动

者接受教育、 培训费用作为个人所得

税抵扣因素，以鼓励对个人人力资本

的投入。同时，为消除通货膨胀对税

负的影响，应该实行费 用扣除标准

“指数化”，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费用

与物价指数挂钩，根据物价变动状

况，定期调整扣除数额，从而保证税

收负担水平相对稳定。
3.调整税率和级距

为适应加入 W T O 的需要，使我

国个人所得税与国际惯例相衔接，应

把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九级超额累进

税率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对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

得适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合并，各

项综合所得按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纳

税。废除工资薪 金所得按月计征办

法，一律改为按年计征、 按月预缴、

年终汇算清缴办法。具体设想是：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注：本表所称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是指以每年收入额扣除免征额（2000

元 × 12 = 24000 元）或有关费用后的

余额。
这样计算出的最高档应纳所得税

额为 6 00 00 × 35% -950 0= 1 1500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 元）； 个 人 所 得 税 税 收 负 担率 为

11500/ 60000 × 100% = 19.67%。它与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劳务报酬所得适

用20% 的税率基本一致，体现了对劳

动所得征税的平等性。
4.探索新的征管措施

首先要 抓 紧源泉扣缴 制度的 落

实。在税法中明确规定代扣代缴义务

人应负的法律责任，税务机关可采取

多种形式进行抽查，如发现其未履行

应负的法律责任，必须给予处罚。当

然，为了调动代扣 代缴单位的积极

性 ，可适当提高代扣 代缴手续费 标

准。

其次是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

建立个人所得税税号制度。每个纳税

人的税号编码像身份证一样将伴随其

终生，通过税号 ，健全个人税务档

案，将所有的纳税情况均列入其中。
第三是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

逐步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 个人支票

制、官员任职期间个人财产变动公示

制。个 人与金融机构进行业务 往来

时，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使用真

实姓名。个人的一切收入都要经过银

行账户，减少现金在金融机构的体外

循环，使银行账户真正成为税务部门

了解个人当期收入的主渠道，进而判

断其收入是否完整。
第四是加大对偷逃个人所得税的

打击力度，不断优化纳税环境。要使

纳税人自觉纳税，必须有相应的利益

约束机制，并严管重罚。所以要求税

务部门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必要时，依法冻结纳税人的

账户，封存、拍卖纳税人的财产等，

以提高纳税人偷逃税款的风险成本。
（作者单位：天津商学院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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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证券所得课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宋 琳  倪庆东

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分配给个人的利息、 股

息和红利等收益，以每次收入为应纳税额，适用 20% 的比

例税率征税。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

税法的规定，分配给法人的利息 、 股息和红利并入企业所

得总额中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股息和红利应还原为税前

利润计算应纳税额，为避免重复征税，将被投资企业已缴

税金从应纳税额中扣除。从我国证券所税课税的现状出

发，深入分析我国证券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研究

相应的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证券所得税课税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证券所得课税方面存在着机制不规范，账

务处理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影响了证券业的发展 ，主要表

现在几个方面：

1 . 对证券投资所得缺乏避免重复征税的机制。一是对

已分配利润的重复征税。我国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

业不允许从应税利润中扣除向股东支付的股息。这样，一

笔利润先要缴纳33% 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公司运用税后利

润进行分红派息时，这部分股息和红利还要征收 20% 的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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