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析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 

文/张礼刚 胡 蓉 马 艳 

   一、个人所得税的三次修订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经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制定的。经过十三年的实践，
为了克服税负不合理、税政不统一，内、外个人两套税制等存在的问题，在1993年10月31日经八届
人大四次会议决定进行了第一次修正。由于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在1999年8月30日经九届人
大十一次会议决定进行了第二次修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
于2005年10月27日经十届人大十八次会议决定进行了第三次修正。并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主
要来源之一。第二，征收个人所得税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措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相应增加，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可以达到减轻社会财富分
配不公的程度，对实现社会公平起到积极作用。也有利于减轻社会政治经济压力，促进整个社会的
稳定发展。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内容及原因 
   1．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内容 
   此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内容有两个，一是调整工薪所得的免征额标准，二是扩大纳税人的
自行申报范围。 
   第一，修改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标准（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个人所得税在原规定
的免征额800元的基础上，提高到1600元。目的是解决纳税人基本生活费用税前扣除不足的问题。
第二，扩大纳税人自行申报范围，建立扣缴义务人全员全额扣缴申报制度。具体增加内容为：一是
“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纳税人要自行申报（条例规定为年所得12万元以上）；二是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纳税人要自行申报。三是“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
全额扣缴申报”。扩大纳税人自行申报面，其目的是堵赛税收漏洞，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管。 
   2．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主要原因 
   （1）提高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标准的原因 
   第一，近年来职工工资收入增长较快，与此同时，个人的基本生活消费支出增加。据有关资
料显示，在就业者中，1993年工薪收入在800元以上的为1%左右，到2004年已上升到60%左右，而
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1993年提高了67%。从绝对数看，2004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
达到16024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13718元，每月为1143元（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开
支）。从不同地区居民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情况看是不平衡的，东部地区为每月1381元，中部地区为
每月929元，西部地区为每月1012元。由于居民个人基本消费支出的不断增长，特别是教育支出、
住房支出、医疗支出等消费的猛增，个人所得税法中原规定的800元的免征额显然低于纳税人的基
本生活消费水平，导致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不能在税前完全扣除。为解决纳税人普遍反映个人所得税
免征额偏低的问题，有必要修改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的免征额。第二，调节社会分配，减轻中低收
入阶层纳税人税负。个人所得税的立法宗旨是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问题。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
收入者少纳税。降低高、低收入差距，使中低收入者充分受益。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成员之间
分配差距的积极作用。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500个城市的55000户家计收入统计调查，按照每
月800元的免征额计算，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约为60%。而将免征额提高到每月1600元
后，纳税人数比例约为26%，减少了一半左右的纳税人数。保障了广大中低收入者生存的基本权
益，对于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特征及存在问题 
   1、个人所得税制三种类型 
   个人所得税制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综合所得税制——指纳税人在一定期间内（一般
为一年）从各种不同形式取得的所得总额，减除法定的免征额后（法定扣除项目的数额后），就其
余额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所得税的一种课税制度。二是分类所得税制——指将各种收入所
得按照其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特点分为若干类别，分别是以不同的税率计算征收所得税的一种课
税制度。三是混合所得税制——指综合与分类所得税制相结合，对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累进税率，
对其他所得按比例税率实行分项征收。 
   2、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特征 

 



   第一，执行分类所得税制。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对税法规定的十一
类所得，分类采用不同的免征额、税率和计税方法。实行分类课征制度的优势在于加强源泉控制。
采用源泉扣缴办法，征纳税手续简化。第二，实行比例税率与累进税率并用。比例税率计算方便，
累进税率调节收入分配，税负公平。第三，规定扣除的免征额较宽。免征额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
除两种形式。 
   四、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模式 
   针对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上述主要问题，根据国内经济建设发展情况，按照“简税
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进行个人所得税的调整改革。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在税基方 面进行拓宽和规范。对于税率级距过多要进行科学合
理地调整，达到降低纳税人特别是工薪阶层人员的纳税负担。在税收征管方面，要建立一套先进高
效的征管体系。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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