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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80 年代以 来，伴随着经济缓

慢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西方国家个

人所得税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诸如资本

利得者与工薪所得者间的税负不公、高

边际税率造成的抑制劳动供给和储蓄

的效率损失、繁琐税制导致的纳税人遵

从成本日益增长等现象，严重动摇了个

人所得税作为一 个“良税”的地位，引发

了 1986 年起的世界性税制改革。
这次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改革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税制的效率、增进

税制的公平、简化税制以及实现政府的

其他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目标，其主

要措施包括：

（1）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并

减少税率级次。由于适用较高边际税

率的纳税人只占全部纳税人的较小比

重，降低高边际税率造成的税收收入损

失并不太大，但却能有效地减少高边际

税率造成的效率损失。如美国在税改

前，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 14 级超额累

进税率，最低税率为 11% ，最高税率为

50% 。税改后，税率减少为 15% 和 28%

两级基本税率。
（2）拓宽税基，以减少降低边际税

率的收入损失。一些国家在增加个人

所得税的标准课税扣除或个人免税额

的同时，大量削减了其他税收优惠措

施，以拓宽税基、减少财政收入的流失

和简化税制。例如美国、英国等对利息

支付的课税扣除作了限制，大幅度地削

减了对某些储蓄利息收入的免税，意大

利也对原来免税的政府债券利息征收

预提税等。
（3）简化了个人所得税税制。美

国、英国、瑞典等国在降低了税率的同

时减少了税率档次，此外，美国、意大

利、瑞典等国还提高了标准扣除，从而

简化了大多数纳税人的纳税申报表。
（4）公平了股息的税负。英国、法

国、意大利等国通过对股息减免税等形

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个人所得税与公

司所得税的一体化，消除或减轻了对股

息的双重征税。
虽然西方国家对个人所得税在公

平、效率和简便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了

补救。但是，由于这些措施在实践中的

效果不是很明显，近期西方经济学家又

对个人所得税提出了一些大胆彻底的

改革设想，主要包括：

（1）综合所得税战略。这是以 夏恩

兹·海洛·西蒙斯（S·H·S）所得概念为基

础的一种个人所得税制度。这一所得

概念具有广泛的规范性。各种来源的

所得不论是经常的还是偶然的、规则的

还是不规则的、已实现的还是未实现的

都应纳入征税所得的范围。这种制度

的最重要特征是将资本利得与来自资

本的其他所得诸如利息、股息和利润等

同样征税。其最大优点在于注重税收

公平，征税所得接近真实所得，使所得

税更符合按支付能力负担的原则。其

缺点在于忽视了征税可行性方面的问

题，导致在实践中往往会因为过于复杂

而无法施行。
（2）线性所得税战略。这也是以 S·

H·S所得概念为基础，针对由于采用累

进所得税率结构所产生的种种问题而

提出的。这种设想是在税基大大扩大

的情况下，结合大量的减免税措施，采

用不变边际税率的线性税率结构。即

在具体计征时，只须将所得额代入计算

公式，依式计算即可。这样，应税所得

额越大者，其应缴纳的所得税就越多。
税率自动随所得额的大小呈现连续性

升降，仍具有累进效果。它的最大优点

是解决了目前采用累进税的一些问题，

但由于它在确定应纳税所得时必须考

虑大量的减免税，这样可能给税制的简

化带来困难，而且其支付能力原则可能

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
（3）支出税战略。一些经济学家基

于所得税难以摆脱对劳动、储蓄、投资

的抑制和征税成本过高的特性，提出了

以对个人支出（或消费）征税取代对个

人所得征税。由于支出税只对所得中

用于消费的部分征税，储蓄部分则不征

税，因此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对储蓄的双

重征税，从而有利于公平课税原则的贯

彻，刺激储蓄、投资和资本的形成。但

是支出税把储蓄排除在课税对象之外，

也会产生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在某

一时期内，当财产所得的数额恰好等于

同期的净储蓄数额时，支出税就恰好相

当于只对劳动所得课税，这样就与人们

的传统观念对劳动课征轻税相背离；二

是支出税有利于高收入者积聚财富，加

剧财富的集中程度，造成财富分配更加

不公平。
（作者单位：深圳市地税局福田征

收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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