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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裘慧英

个人所得税问题付伀徐述

我国千1980年制订了个人所得税法， 人都有申报所得的义务，所以纳税人不 申报

1986年制订了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 不 负法律责任。气5)现行税法中没有规定扣

行条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1993年 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达不到源泉控管的目

10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的。®

通过了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为了更大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组织收入、

法》，将以上三个法律、法规进行了修改和合 调节分配的作用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不少

并，统一了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制度。个人所 理论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关千改革

得税征收实践的结果是有成效的，它促进 了 个人所得税的建议。

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缓解了社会分配 二、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权属中央政府还

不公的矛盾；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简化了税 是地方政府

制。但它也存在一些问题，引起了理论工作者 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由地方征管，这

与实际工作者的重视，不少学者专家撰文指 是根据效率原则决定的。 即由征收额与征收

出了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进 一步改革的建 成本之间的比例而定为由地方征管。对此，理

议。 归纳起来为以下几个方面。 论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
“

把这较有广阔

一、个人所得税征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发展前景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显然欠妥 “ ,@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 应

”
在适当的时候将现行个人所得税由地方

征缴方法存在着 一些问题，需要进 一步改革。 税改成中央税
＂

。面＠他们的理由是：1.＂个人

这些问题是： 所得税是组织收入、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的重

(1)目前实行的分类制难以体现公平征 要税种， 此 税种 的调控功能不宜放给地

收的原则。他们认为：目前的分类制按纳税人 方 ” : I[a "况且，从征收的效率角度考虑，其纳

全年各项应税所得综合计算征税，就税制来 税人和征税对象的流动性大，由中央政府来

说是不规范的，而且费用扣除不太合理，难以 征收，效果会更好些，也可减少避税的机会。

体现公平征税，合理负担的原则。应税项目也 另外，从税 收公平的 角度也应划归中 央

不易划分。<D®(2)税法规定的减税、免税项目 税；
＂<1;,2.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最终将过渡到综

过多，减免税政策不规范不完善。（气3)现行 合所得税制，＂退税制宵是实现综合税制的一

税制对不同的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的税率和不 个内在机构，而个人所得税如果是地方税，则

同的扣除办法，容易造成分解收入，多次扣 退税制度无法建立；
“il

3.＂绒观全球，凡开征

除，存在较多的逃税避税涌洞。＠竺）征管工作 个人所得税的国家，都将其作为中央税的重

有困难。(4)现行税法没有规定取得所得的个 要税种。”？另 一 些人则认为个人所得税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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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仍宜作为地方税。 因为： 1- 近年来 国民收 界定具体可分
”
对属千投资性的，没有费用扣

入严重向个人倾斜，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较快， 除的应税项目，如利息所得、股票转让所得、

个人所得税的潜力也大，如把个人所得税作 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等应税项目，宜实行

为中央财政主要收入来源，它的条件还存在 分项征收；对千属于劳动报酬所得，有费用扣

较大差距；2. 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的建设还 除的应税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生产

不成熟，还需有一个过程，征管难度较大； 3. 经营、承包承租、稿酬、特许权使用费 、财产租

该税作为地方税，有利千调动地方政府加强 赁、 财 产转让 等 应 税 项 目 宜实行 综 合 征

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建设的积极性，待条件 收
＂

； ＠“
以源泉预扣方法分别采用不同税率

基本成熟再调整为中央税。＠ 征收
“

产
”
这样界定和征收体现了分类为辅、

三、个人所得税制的模式 综合为主的指导思想，它有利千解决征收中

国际上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有三种模式： 税源流失的问题、有利千税收政策的公平、有

综合制、分类制、综合分类制。 综合制是综合 利千向综合税制过渡
”
。@@＠还有一些学者认

个人全年各种所得的总额减除法定扣除后的 为
“
最好是采取完全的综合制，综合税制既能

余额，依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分 覆盖所有个人收入，避免分类所得税制可能

类制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分别扣除必要 出现的涌洞；又能同其他改革，如个人保险、

的费用后，采用不同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医疗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相配套，有利千对

综合分类所得税制，是指 一部分所得项目按 个人的各项累计收入进行合理的扣除和有效

综合税制征税，另 一部分所得项目按分类税 的 征 税， 还能提 高 税 收 的合 理性和 公 平

制征税。 我国现行的个入所得税制为分类制 性
”
。画

模式，按每个应税项目分别征收。但实施下来 四、税率以及储蓄存款利息征收问题

表明
“

存在许多弊端，如费用扣除不合理，税 关千个人所得税税率问题：我国现行税

负不公平、税收涌洞大等
“
。＠为此，不少学者 制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制度，

提出现行所得税制的模式需改革。 但今后的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九级累进税率，生产经营

模式该是什么，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法 所得适用五级累进税率。 一些学者认为目前

不一。 比较多的学者认为，
”
在进一步规范目

“
适用比例税率的项目 中，稿酬所得减征

前个人所得税分类制的基础上以源泉预扣方 30% ；劳务报酬所得可加成征收，实际上是三

法分别采用不同税率先征收分类税，年终由 级超额累进税率，这就造成各项所得之间税

纳税人申报全年各项所得，由税务部门核定 收负担不一致，很不规范，也很复杂。因此，这

其应税毛所得额，调整后所得额和应税净所 次修订税法，税率要统 一 和简化
”

？有些学

得额，再据以 计算出年度应纳税额，对年度内 者指出：1，统 一税率的程度要：”对综合所得

已纳税额作调整计算，多退少补
”
；储＠ 也有一 应实行超额累进税率，最好为三级，分别为

些学者认为，我国应采用综合分类制模式征 5%、20% 、45%
”

; ＠＂
累进税率的档次不宜过

税，一方面
”

参照国际惯例，改革后实行混合 多，最好拟定 5—6 档，第 一 档为 10% ，级距

税制（即综合分类制），作为最终迈向综合制 为 5% ，最高税率为 35%
＂

。碌屯税率简化的

的过渡形式
”

; ＠＠ 另 一方面在
“

目前我国个人 程度应
”
对勤劳所得，即工资、薪金、劳动报

所得税征收手段相对较落后．公民纳税意识 酬，要付出辛勤劳动才能获得的，应以较轻所

较为淡薄的情况下，马上采用综合税制有一 得税，宜实行 5-45 ％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定难度。 因此，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的个人 而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

所得税宜采用综合分类制
”

产综合分类制的 非勤劳所得，则采用 20％的比例税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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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类所得全部实行 20％的比例税率，与 家认为费用扣除应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

现行分项所得税率一致 “©为宜。 最后，还要 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情况的纳税人等作

提及到的第三点是关千当前理论界、经济界 出扣除内容和标准，不宜
”一刀切 ” 。

人士研究讨论比较热烈的——关千储蓄存款 他们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制规定应税项

利息该不该征税，以及征多少的问题。这是目 目只是对收入 800 元以上部分作为纳税所得

前理论界讨论得比较热闹的问题。 就讨论情 额的对费用扣除
”
规定过千简单，没有考虑纳

况来看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 税人的具体情况，难以体现蜇能负担的原

为，现阶段不宜对其征税，理由是：＂（1) 鼓励 则
”
。0＠为此，要建立完备的个人所得税制

储蓄支援国家建设是我国的长期经济政策； 度｀但对现行费用扣除办法如何改革则说法

如对居民储蓄存款利息课税，将给国民经济 不一 ：（1）
“
对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标准不宜

带 来不良影响；（2）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并不
“

一刀切气要考虑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如抚

高，其工资收入往往还达不到征税的标准，更 养、赡养人口、婚姻状况、年龄和健康状况等

没有道理对其积蓄所得利息征税；（3）我国尚 实行区别对待，扣除标准应指数化，并随着每

未建立普遍的社会保障制度，个人储蓄在很 年国家公布的社会物价指数和其它相关数进

大程度上都具有养老金色彩，从大多数国家 行调整，以保证纳税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

情况看，对养老金性质的所得不征税；（4 ）考 降"。0吨 (2)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要
“
特殊政策

虑到我国通货膨胀率多年保持在两位数水 宽免，即对一些纳税人的个别特殊情况给予

平，若对利息再行征税，会造成居民扩大本期 特别照顾，不管这些纳税人取得的方式和支

消费或超前消费，从而诱发更为严重的通货 出如何而给予免征的那部分收入，如我国军

膨胀；（5）给银行也会带来不良影响，严重时 人目前的工薪收入并不算高，但他们有一些

将会导致银行信用危机；（6）给企业会带来严 特殊情况，对他们做某种特别扣除“。@（3)

重的资金危机，显然不合时宜＂。＠＠第二种意
“

考虑到国家的教育政策，对教育事业要予以

见认为应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采用低税率征 促进，这可以从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两方面给

税。他们说，“因为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尚窄， 予优惠，如对各类学校教师的工薪收入、劳务

而且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居民 报酬和稿酬所得，可给予较多的扣除。由千近

储蓄在一 定程度上具有私人保障性质，所以 年来各类学校教育收费增加，对有子女接受

应予照顾"@@，实行低税率。 第三种意见认 学校正规教育的纳税人，可给一 定的费用扣

为，从符合公平纳税的原则出发，储蓄存款利 除。 ”
＠特别是

“
我国 教育体制改革建议把教

息所得不应免税，因为
“
同样对非勤劳所得的 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费用作为特殊扣除项

股息、红利等都实行课税，而同属非勤劳所得 目“ 户 (4)
”

不宜搞起征点，对超过起征点的

的储蓄存款利息、国库券利息则实行免税，显 纳税人不一律对待。也不宜设免征额，因为免

然不符合公平纳税的原则。为此，认为不仅应 征额的设立对高收入者的免税效应大千低收

对储蓄存款利息纳税，而且应扩大纳税的范 入者。 最好将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减免采取

围，它包括国库券、金融债券的利息都不应免 税额抵免的办法，同时也有利千避免两夫妻

税。 因其是我国个人待有金融资产的主要形 在各自申报时，对家庭其他人员和一些合理
式”。@ 的费用被合法地重复扣除或抵免的可能

”
。。

五、规范个人所得税费用的扣除 (5)
”改现行扣除额的规定为如实的个人扣除

在讨论中一些学者还对我国个人所得税 项目。 只要纳税人出具了符合扣除项目范围

费用扣除的规范化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大 的合法支出凭证、就应照实扣除”。� (6)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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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扣除，要尽批减少合理避税，“要因人而

异，根据纳税人赡养人数的多少及各地人均

最低生活标准等因素来确定；要因时而异，根

据不同时期的收入水平和通货膨胀率逐年适

度调整；要因地而异对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平

偏高地区，在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时要允许

另作适当上浮 ＂ 巠这祥才充分体现合理负

担、公平税负的原则。

六、纳税申报

我国现行税法规定取得所得的个人都有

申报所得税的义务，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没

有直接的联系，许多纳税人不向税务机关申

报而不受罚；虽已明确代扣代缴义务人不履

行义务的法律责任，但代扣代缴制度不能真

正落到实处；税收征管法律对个人所得税违

法的惩处规定失之宽泛，对偷湍税行为缺乏

有效的发现手段。

针对这些情况，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探讨。 一些学者认为纳税申报应该实行

人人申报登记和着重对收入较好的行业实行

双向申报。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着重对有两

处以上收入所得的必须申报，具体看法为：

(1)
”对纳税人（个人）进行统 一登记，即对所

有可能有收入的个人都要求进行统一的纳税

编号，这是全面掌握个人纳税情况的前提条

件。 建立法人或雇主对个人支付收入向税务

机关报送明细表的制度，实行纳税人普遍自

行申报纳税＂ 。＠＠ “把分项所得税制下的按月

或按次申报纳税的办法，改为逐笔预扣，按年

度申报的办法。 在法人或雇主和个人自行申

报之间建立起交叉稽核体系，并建立个人所

得税的退税制度；“＠ (2) 提高对纳税人的自

觉申报可能性和与今后的保障制度结合起来

的又 一建议：“纳税申报按月改为每年4月底

向税务机关一次申报上年全年综合收入并依

法上缴个人所得税。 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规

定纳税人应将每一年的税讫的原始赁证留存

起来，待退休后，一次性交给国家社会保险机

构，用以核算其应享受的养老保险年金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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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多 的相应的档次则高；反之，则低；“＇

(3)建议与国际惯例相符，“我国居民纳税义

务时间标准应由现行的一年改为 183 天，这

祥不仅与国际上做法相符，而且扩大了纳税

义务人范围和有利千扩大税源；“＠＠＠ (4) 着

重对 “ 个人收入较好的电力、金融、保险、邮

电、烟草、石油、外贸、设计、律师等行业实行

双向申报制度；＇
�(5) 也有 一 部分学者提出

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近期不宜要求所有取

得应税所得的个人全面申报，而应着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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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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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笫 35 页）的发生，而且将实行增值税时固定资产存量的一部分税金也予以退还，更好地

体现了公平原则，但也给财政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不符合我国国情；方式二和方式三都将实

行增值税前购进的固定资产排除在抵扣范围外，其循序渐进的作用是类同的，都有利于缓冲压

力，稳定经济，但由于方式上存在差异，因而会对纳税人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征投资税使纳

税人认为税负加重而反感，分年逐步抵扣则会使纳税入感觉税负逐渐减轻，因此在我国采用第

三种方式更加适合。

至此，对千消费型增值税目标模式的建立我们应形成如下观点：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而

应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改革不能单纯圃千增值税领域，它需要各方面改革的配套进行。根据这

一原则，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 首先选择税负较重的资源型产业（如电力、矿山、水厂等），有利千技术进步的高新技术

产业进行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取消现行税制中对电力、矿山等行业的低税率（征收率）政

策。

2． 尽快将与货物生产经营有密切联系的交通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

围，同时，对这些行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3. 借鉴国外经验，实行分年度逐步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的办法，抵扣比率逐年递增，直

至过渡到全额抵扣。

4. 深化流转税改革，逐步提高所得税的地位，规范减免，加强征管，改变实际税负率偏低

的现象，待条件成熟，实行真正的消费型增值税。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单位邮锅：61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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