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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墨 两 国

个人所得税制的

特点及借鉴

尹伯钦

加拿大、墨西哥属 于两个不同

类型的国家，加 拿大属于发达国家，

地大人少；墨西哥属 于发展中国家，

地小人多。两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

历史都较长，加 拿大 1917 年开征；

墨西哥于 40 年代初开征。加、墨两

国个人所得税制的主要特点是：

一、个人所得税为税制结构中

的主体税种。加、墨两国的税制结构

基本相同，主要税种有：所得税（个

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间接税（增

值税、商品与服 务 税、消费 税、关

税）、财产税和社会保险税。两国的

税制结构中，所得税为主体税种，且

个人 所得税为第一大税种。1994

年，墨西哥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总额

中的比重为 60% ，加拿大个人所得

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 51.7% 。个

人所得税收入为两国财政收入的主

要来源，个 人所得税的税收政策和

征收管理是两国财税部门 工作的重

点。

二、两国均实行综合所得税制
。

加、墨两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的 初

期，均实行分项征税制。个人所得税

分项征税的优点是便于操作，有利

于组织收入。后来发现，个人所得税

分项征税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

问题有两个：一是征收管理中的漏

洞比较多，如重复扣除费用、应税项

目不易划清；二是税收政策的不公

平。因此两国先后对个人所得税制

进行了改革，由分项征收制逐渐过

渡到综合征收制，加 拿大于 40 年

代、墨西哥于 70 年代实行完全的综

合税制。

三、源泉扣交和年终综合申报

缴纳相结合。加、墨两国的个 人所得

税，无论是税法、税收政策，还是征

收管理，都十分强调应税所得的源

泉预扣，纳税对象包括居民和非居

民。预扣的期限分两类：一是固定职

业者，按 月预扣；二是非固定职业

者，一般按季预扣。个人所得税的预

扣一般由雇主或银行来完成，一部

分没有预扣的自由职业者，到银行

或税务部门的征税大厅（纳税中心）

预交税款。因此，纳税人取得的应税

所得，首先是预扣或预交。加拿大的

做法更特殊些，即预扣、预交时一般

不扣除各项费用。个别纳税人由于

不扣除费用预扣、预交税款，影响

纳税人的正常生活，可向税务部门

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预扣费

用。纳税年度终了后，纳税人应就

全年各项应税所得，向税务部门或

税 务部门指定的申报中心综合申

报，税 务 部门通过电脑审核、计算

出纳税 人全年应缴的税款，开具纳

税凭证，多退少补。

四、实行取得所得的个人和支

付所得的组织双向申报相结合，并

辅之以退税制度。个人所得税的双

向申报和退税制度是加、墨两国个

人所得税制度中的又一 重要特点。

双向申报：一 是纳税人的申报，纳

税人的申报分两类，一类是纳税人

的应税所得、纳税地点等情况发生

变化时，需要及时申报，第二类是

纳税人的年终综合申报；二是支付

所得的组织（包括雇主、银行等 单

位）的申报，税法规定公司、银行等

单位必须申报支付给个人的工薪所

得，否则在计算公司所得税时，不能

作为成本费用扣除。加、墨两国个人

所得税实行双向申报的同时，都实

行退税制度。主要原因是源泉预扣、

预交的税款可能多于综合申报计算

出的税款。加、墨两国财税部门认

为，这是设计税法时一个很 重要的

考虑，即源泉预扣时首先考虑组织

收入，公平问题通过年终综合申报

解决。所以，加拿大的做法是源泉预

扣时不扣除费用，全额征收。因此，

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年终退税面高达

85% 。墨西哥税法规定，纳税人多交

的税款，税务 部门 必须在纳税人综

合申报后三个月内退清，否则，按银

行同期存款利率 支付利息；加拿大

税法规定，纳税人综合申报的截止

时间为次年的 4 月 30日 ，税务部门

应在次年 6 月 1 日前退还纳税人多

交的税款，否则按退税时上月国库

券利率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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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健全而有效的征管手

段。加、墨两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已经实现电脑化。具体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对个人收入实施监控，预

扣、预交的数据资料，以及双向申报

的数据资料一 经发生随时输入电

脑，税务部门的电脑中记录了纳税

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应税项

目的原始资料，在墨西哥的联邦税

务总局和加拿大的税务部，随时 可

以查找纳税人的收入和纳税情况。

这样的原始资料至少保存六年。二

是对数据的处理，加、墨两国均建立

个人所得税申报处理中心。加拿大

在首都渥太华设有申报处理中心总

部，除总部外，全国另有六个申报处

理中心。因此，加、墨两国个人所得

税应税项目和纳税过程的记录、核

对、计算、查询等征收、管理工作全

部由电脑完成。

六、同一税种，只能由一个税务

机构征收管理。据墨西哥财政部税

务总局介绍，墨西哥有联邦、州、市

三级税务征收机构，各级税务机构

负责征收不同的税种。税务总局的

官员认为，对同一税种不能由两个

以上的税务机构征收管理。墨西哥

个人所得税为联邦税，由联邦税务

系统负责征收管理。加拿大宪法规

定，联邦和省都有个人所得税的分

享权，但由联邦税务系统负责个人

所 得税的征收管理。加、墨两国个人

所得税的归属不同，但征收管理只

有一个税务部门负责完成。

结合加、墨两国 个人所得税制

的特点，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

实践，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

和改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我国近期宜实行分类和综

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国际上

个人所得税制实行分类征收的国家

不多。加、墨两国税务部门对个人所

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存在问题的认识

比较客观：一是征管中漏洞较多；二

是税政 上不公平。同时，根据加、墨

实行综 合税制征收的情况来看，个

人所得税实行综合税制须具备一定

的条件，如纳税人具 有 一定的纳税

意识，健全的法制，实行个人储蓄存

款实名制，广泛使用信用卡和个人

支票等现代支付手段，减少现金流

通，特别是要有现代化的征收管理

手段作保证。因此，我国近期个人所

得税的改革和完善，宜实行分类和

综合相结合的税制，并逐步向综合

税制过渡。

（二）实行综合为主 、分类为辅，

预扣、预交为主、综合申报为辅。在

确定分类和综合税制的基础上，哪

些应税项目分类征收，哪些应税项

目综合征收，需要具体界定。对属于

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

目，如利息所得、股票转 让所得、股

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应税项目，

宜实行分项征收；对属于劳动报酬

所得、有费用扣除的应税项目，如工

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经营、承包

承租、稿酬、特许权使 用费、财产租

赁、财产转让等应税项目宜实行综

合征收 。这样界定体现了分类为辅、

综合为主的指导思想，有利于解决

征管中税源流失的问题，有利于税

收政策的公平，有利于向综合税制

过渡。

在分类和综合应税项目界定之

后，对于个 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运

作，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宜采取预

扣、预交为主，综合申报为辅。预扣、

预交的做法可以学加、墨经验，即源

泉预扣、预交时的税负略高于年终

综合申报。这样设计的指导思想是

有利于征收管理的操作，也有利于

综合申报制度的健全。

（三）实行纳税人和支付所得的

组织双向申报的申报制度，并建立

个人所得税退税制度。

1. 支 付个 人所得的组织（包括

企业、行政部门、事业 单位、社会团

体及个人），必须向税务部门申报支

付给个人的应税所得、预扣税款。如

果 不申报：（1）企业单位，在计征企

业所得税时，成本、费用中不扣除工

资总额；（2）行政部门在核拨行政经

费时，剔除人头经费；（3）事业单位

和社会团体，也应剔除人头经费。

2.纳税人申报。在设计纳税人

申报时，重点要求从两处以上取得

所得、取得两项应税所得、全年所得

在规定数额以上、取得应税所得而

没有扣缴义务人，取得应税所得而

扣缴 义务人没有扣缴的纳税人，必

须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

（四）减少减税、免税项目，防止

税负不公平和税源流失。加、墨两国

除了国际公约中规定的免税项目和

对国 王、印第安部落中的印第安人

免税外，没有特殊的减税、免税人和

减税、免税项目。两国财税部门认

为，多一种减税、免税人，多一个减

税、免税项目，必然造成税负不公平

和税源流失。相比之 下，我国个人所

得税的减税、免税项目太多；在实际

执行中，有些地区和部门擅自开减

税、免税的口子，有些地方擅自提高

纳税起征点，使个 人所得税的公平

纳税和组织收 入受到了严重影响。

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时应尽量减少减

税、免税项目，实行全国统一的起征

点。

（五）必须建立、健全现代化的

征管手段，实行个人所得税征收管

理的电脑化。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必

须借助于现代化的征管手段，以达

到收入监控和数据处理的电脑化。

中央应建立个人所得税数据处理中

心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

单列市建立数据处理中心；省级以

下根据工作量和财力状况而定。总

部、中心之间必须联网，并逐步向基

层税务部门和金融机构联网。

（责任编辑  王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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