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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应回到基本功能上(2004年9月11日)

文章作者：

最近一段来，国内税制改革讨论得热闹非凡。因为该改革任何一个动作，无论是大小都会涉及国内每一个人的利益，都会涉及到社会

的公平性问题。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更是深入到国人千家万户。正因为税制改革涉及国人家家户户的利益，因此，改革成功与否就十

分重要了。而在本文看来，改革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找到改革的切入点，就在到如何兴利除弊。 

那么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切入点是什么？它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在本来看来，个税改革的切入点或核心就在于如何让个人所得税制度回

到它本身的功能定位上，即通过个人所得税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与贫富差距。如果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改革能够达其目的或回到这

原点，那么这种改革的成功可能性就会大，否则，国内的税制改革口号叫得最响，词语最富丽堂皇，问题会照旧。 

很简单，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种税制不仅起不到调整个人收入分配与个人财富占有的作用，反之，收入最

低、财富拥有量最小的广大居民则成了个人所得税缴纳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3年我国年收入超过6万元的高收入阶层约有5000

万人，最保守的推断，其交纳个人所得税可达1750亿以上，但事实上，2003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仅为1417亿元，而其中工资、薪金

所得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也就是说，本来是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税制，则成了增加低收入阶层负担的工具。 

为什么会这样？其问题又出在哪里？当然，肯定是与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有关。首先，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框架是在20世纪90

年代初确立的。但近十年来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制度早已不适应已发展了的实际情况。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800元的问题，在

那个时候，一般的居民月收入不到一百元，个人所得税征收根本就不会涉及这些低工薪的民众。但是，现在的情况则不同的，800元与基本

的生活保证费相差无几，这岂不会把广大低收入阶层的民众纳入征税的范围？ 

还是，现在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的是累进制，即个人收入越多，其税收所要承担义务就越多。但是，目前这种累进制为什么不能对

高收者纳税有较大的约束作用呢？这与个人所得税的税源难以监控有关。由于个人所得的税源难以监控，那么个人偷税漏税也就十分普遍。

不少人尽管收入很高，但纳税却很少，从而使得个人的收入分配调节也就难以进行。当然，这种个人所得的税源难控制，不仅与现行的税制

有关，也与民众的纳税意识、经济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有关。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纳税是每一个公民应有之义务。你只要获得收入，就一定会想到自己应该纳税多少。而且，为了保证每一个公

民一定会自觉地纳税，还有种种相关的制度安排。如在美国，为了让个人收入更透明化，个人往来基本只能通过银行进行。你去美国，你带

多少钱到美国都可以，但必须通过银行进行。如果你进入海关，现钞超过了一万美元就得申报，否则就非法。而且个人的种种往来关系都很

少用现金来支付，而是通过银行来进行。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你即使最有钱，现钞也是紧张的。 

当一个经济体中绝大多数交易往来都通过银行进行时，那么通过银行就可能知道这个人的基本收入状况。特别是现在网络化的时代，

要这样做更是易如反掌。但是，在中国，情况则不同的了，莫说是多数民众的一般交易往来基本上是通过现金的方式来进行，即使有些大宗

交往也以现金支付。否则，该项交易难以进行。当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交易往来都以现金方式进行时，每个人的收入是多少是根本上难知道

的。这也就为个人偷税漏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你看看目前国内那些整天在外少走穴的人（明星与学术名人），他们的收入有多少会通过银

行转帐来进行呢？不要签字、不要收条，现金往往口袋里一装就完成交易。谁能够知道他收入多少呢？既然收入多少都不知道，要他们照章

纳税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还有，国内的个人所得税纳税制度还假定每一居民都是有觉悟自愿纳税的人。在这样的假定条件下，即使有人不纳税，所受到的惩罚

都很少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国内哪一个因为个人所得税纳税问题受到严厉惩罚的。即使有些问题或情节暴露出来后看上是十分恶

劣，但都会因关系的疏通等方式而不了了之。但是，在发达的市场体制中，如果谁敢于违法，敢于不纳税者，问题就大了，轻则可能受严厉

的经济制裁，重则进监狱。这样有谁敢不纳税呢？ 

还有，社会信用、个人信用制度的确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的建立，个人所得税征税程序与征管手段等方面都是合适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重要方面，而在我国，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相当不足的。 

因此，对于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加重改革势在必行。既能要改革，选择哪一种模式，是在现行的基础上改进呢？还是在充分

研究发达市场经济中各国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基础上重新寻找一种新模式呢？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次改革的重点。不过，无论采取哪了种模式，

都得重新要让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就得回到人个所得税制度回到调节个人财富差距这个基本的功能上

来。而现行的制度与这个功能相去甚远。 

在这种制度定位上，就得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相关的法律进行全面的修改。现行我们的改革不要再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应该制定好规

则的基础上按照规则而行，这样才能够减少改革之成本。 

我想，根据香港的经验，应该以个人一个年度的总收作为纳税参考，这样不仅便于计算个人收入，而且可以减少纳税成本（一年一次

申报，减免税标准容易确定）。并采取个人自愿报税、支付收入单位申报税务局两条线的方式，从两条线来确定个人收入水平（由税务局严

格监督）。从而树立起民众自愿纳税意识，而不是现行这种被动扣税。而培养个人自愿纳税意识纳税制度最为重要的一环。 

当然，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是一个十分重要系统工程，往来支付系统的改革、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个人纳税意识的确立、税务纳税



严格监督体系等都是相应的各个方面。但无论如何，最为重要方面就是要让这种制度回归到社会财富差距的功能上来。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

确立所要选择的模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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