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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问题及改革设想初探 【字体：大 中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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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个人所得税是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于1980年9月开征的，至今已将近29年。特别是1994年实
施新税制以来，各级税务机关以强化对高收入者调节为重点，不断改进和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
理，从而推动了个人所得税收入连年持续快速增长。 
目前，个人所得税已经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如下表所示，个人所得税额在不断增加，但同时也必须
清醒地看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以及制度安排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世界银行的
统计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3年已经至0.458，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0.4，到达危险的边缘。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0.465，并将在2005年逼近0.47。按照联合国有关
组织对基尼系数的规定：0.4为警戒线，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可
见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调节体现公平性原则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实现。 
从2008年3月1日起个人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按每月2000元执行。个人
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调到2000元，这样的调整对于富人阶层来说，此次个税改革对他们影响甚
小，仍然会偷漏税和避税，20%的富人只贡献了10%的个税收入这种怪异的现象还会继续存在。个人所
得税存在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 
(一)对于低收入者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负担较轻。 
目前中国的工薪阶层是主要纳税群体，因为工薪阶层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度，几乎透明的
收入，完税率当然最高。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人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工薪阶层，公平问
题凸显，个人所得税起不到“劫富济贫”的作用。根据有关资料，我国目前的存款中，人数不足20%的
富人们占有存款总量的80%，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量的不到10%。很显然，个人所得税在调节
高低收入差距方面的调节能力有限。 
(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课税以收入的取得者为对象，导致事实上的不公平 
家庭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组成部分，由于每一个家庭的具体情况存在差别，其税负也存在较大差别。例
如一家2口人，每人月收入2000元，则应交个人所得税为0，每人税后净收入2000元。另一家4人，只有
1人月收入3200元，则应交个人所得税为120元，每人税后净收入770元。对每一个收入的取得者课税，
对于个人而言是公平的，但对于家庭而言却并不公平，这与个人所得税的本意相悖。 
(三)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个人实际收入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按照个人账面货币收入征收的，没有考虑个人实际收入，而不同人的
实际收入相差很大，如下表1中的C种人，以一个很廉正的内地政府官员或处级局长为例，他们账面上
的货币收入可能3万元左右，但即使只算专车、与会议相结合的公费旅游或每年出国一次的实际所得，
实际总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上。由于实际收入差别的存在，使以货币工资收入为主要征税对象的个人所
得税成为“欺负老实人的税种”，缺乏公平。 
(四)我国个税的征管制度不健全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制度不够健全。具体表现在：(1)税务登记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漏征漏管的现
象比较严重。(2)对个体私营者及“富人”的真实情况掌握不充分。(3)对非工薪收入缺乏有效监控，
造成不同来源的收入之间税负不公。对于工薪阶层而言，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又实行代扣代缴制，因此
其完税率最高，而高收入者由于各种原因收入来源多元化，渠道多而隐蔽，税务部门对其监管的难度
较大且征收成本很高，逃税和漏税现象较多。而我国现行税制客观上方便了高收入者进行避税：个人
所得税目前分11个项目，一个人可能有1个项目，另一个人可能有好多项目。因此，高收入者一般多源
收入，纳税较少；而非高收入者收入单一，因此纳税较多。 
从以上四点分析可以说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税法存在一些不合理性，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适
应，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和修改，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改革设想 
（一）健全费用扣除方法 
目前生计费实行定额扣除法，除造成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偏低外，还存在着扣除内容笼统、扣除标
准缺乏弹性等缺陷，既不考虑家庭因素，也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我国现行
税法把所有应扣除的费用都包含在2000元的基数中，表面上达到了横向公平，实际上，由于每一个纳
税人所负担的赡养人口不一样，纳税能力不同却实行同样的扣除生计费用后缴纳同等的税款，这样操
作的结果虽然简便易行，但很容易造成税收负担不平衡。因此应根据家庭结构重新设计生计费用扣除
标准，并允许夫妻合并申报纳税。 
现行费用扣除方法以固定数额为依据，不与物价指数挂钩，使税制缺乏应有的弹性。一旦通货膨胀出
现，纳税人的名义货币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实际收入并非相应增长甚至会有所减少，如果费用扣除
未作及时调整，使个人所得税产生“档次爬升”，必然会加重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因此，为规范我国
个人所得税制度，消除物价指数变动对税负的影响，应该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所谓“指数
化”就是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费用与物价指数挂钩，根据物价变动状况，定期调整扣除数额，从而消
除物价指数变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保证税收负担水平相对稳定。 
(二)对中等收入阶层适当减税 
我国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九级累进税率，应纳税所得额在500元以下按5%征收、500-2000元按1



0%征收。一旦超过2000元，累进税率增加很快。如每月5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要面对20%的个人所得税
累进税率。有关统计显示，当前我国就业者月工薪收入高于5000元的人数不足2％。大部分国民的月工
薪收入在800元－5000元之间，是工薪个人所得税负担的主力，适用现行工薪所得税九级累进税率中1
0％的人数比例最多，达到了35％，负担了工薪个人所得税的37.4％；使用第三级，即15％的人数达1
2.4％，负担了工薪个人所得税的47.5％。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工薪所得税主要由中等收入阶层承担。因
此，应该将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第一级不超过500元的5％税率与第
二级超过500元至2000元的10％税率合并为第一级，税率为5％，而5000-40000元的应纳税所得额，调
整为统一实行15%的税率，40000-50000元，建议实行20%的税率，50000元以上按照原来税率征收。这
个范围包含了大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统一实行较低的税率符合国际惯例，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结
构。在中国现在经济处于下行阶段，可以提高中等收入者的消费率，增加他们的个人支配收入。 
（三）完善征收管理的配套条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力度 
我国个税税源流失严重，逃避税现象十分普遍，为此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使个人收入显性化。 
1. 尽快建立个人财产实名登记制度。不但应在所有银行之间联网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而且应在银税
微机联网的基础上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和解决税源不透明、不公开、不规范
的问题。在存款实名制基础上，要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
这样可以将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并可促进税务机关强化对财产税、遗产税等税源的监控。 
2.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实行统一的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身份证号码并终生固定不变。个人收入和
支出均需登记此号码，并通过银行账号在全国范围内银税联网存储，使纳税人每一笔收入都处于税务
部门直接监控之下。同时要求每个单位必须每笔收入和支出都要通过银行转账结算，尽可能减少或杜
绝现金往来，推广以信用卡、支票等现代信用形式作为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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