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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话题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快速

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

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引

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甚至忧虑。由于

个人所得税具有天然的调节收入差距

的功能，因而被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

而，在我国目前的形势下，要充分发挥

个人所得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功

能，必须理性分析并积极创造其发挥

作用所需要的条件。

一是规范个人所得税的税基。个

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居民或公民为纳

税人、以其获得的正常经济收入为对

象课征的税收。保证个人所得税税

基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是实现个人所

得税收入调节功能的前提与基础。从

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影响个人所得税

税基的一个基本因素是大量非正常收

入的存在，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水

平过高。目前，急迫的任务是规范收

入分配过程，堵塞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渠道，同时下大力气研究改进税务稽

查方式，提高对各类收入来源监控的

能力。

二是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在

发达国家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

占有重要地位，美国、英国、德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中

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都在50%

左右。将个人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

是有效发挥其收入调节作用的基础条

件。1994 年，我国建立了统一的个人

所得税制度，新税制实施当年，个人

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只有区区1.4%。2009年1—9月个人

所得税实现收入 3058.68 亿元，占税

收总收入的比重提高到6.8%。显而易

见，现行个人所得税难以承担起调节

收入分配关系的重任，必须大幅提升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地位。由于目前个

人所得税税收负担对许多普通工薪阶

层已经构成了一定的经济压力，因此不

宜加重个人所得税税负。可行的办法

应是，通过较大幅度地增加劳动报酬

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扩大纳税人的

总体规模，同时有意识地压缩流转税

的空间，为扩大个人所得税收入分配

效能及其对整个税收收入的贡献度创

造条件。

三是完善个人所得税课税模式

与减除费用标准。目前，我国个人所

得税选择的是分类征收制，其初衷一

是便于对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行区别对

待，特别是对劳动性所得给予鼓励；

二是在监控个人收入信息能力有限

的情况下，通过源泉控制，即支付单

位代扣代缴制度，尽量减少税款的流

失。然而，由于某些纳税人不同性质

的所得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源泉征

收的办法为避税和逃税行为创造了条

件，尤其在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

所得之间最为明显。其结果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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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越多，税收负担相对越轻；收入

渠道越少，负担相对越重。当前，必

须加快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实行分类

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税模式。同时，注

意解决综合纳税过程中非规律性或

者非经常性收入者的纳税问题。对于

那些只有自由职业的劳动群体，采取

按次预交税款和按年度总收入平均为

月度收入计征税收相结合的方式。依

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全国范围

内所有的纳税人都统一使用无差别的

减除费用标准，其中对工资薪金所得

执行的是每月2000元的标准。这种

以纳税人为单位设计的减除费用标准

不仅无法反映物价、消费水平等方面

的差别和变化，也没有考虑到每个纳

税人抚养人口的差别。国际上税制成

熟的国家普遍按照纳税人生活成本的

内容，分别确定减除费用标准。其中

一部分为生计扣除，或者叫做个人豁

免；另一部分是与工作相关的开支，

如部分医疗支出、保险支出、家庭保

姆支出等。此外，国外的制度惯例是

以家庭为单位考虑减除费用标准的设

计方法，不同人口的家庭有不同的标

准。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和

完善中，应该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结

合实际情况优化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

标准的制度设计。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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