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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中长期预测和现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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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十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所得税收入连年迅速上升，在全国财税收入总额、GDP中所

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对增强我国财政实力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那么，个人所得税作为重要的税种之一，其

未来的重要性如何?现期的潜力还有多大?本文试图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从国际比较、分配结构、储蓄现

状的角度进行具体的定量分析。 

   一、中长期预测 

   全球来看，我国的人均GNP是偏低的，根据1998年世界银行对所有成员国以及 人口在30万以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的分类标准，我国人均GNP为750美元，属低收入国家，但已接近低收入国家的760美元上限。而当今世界各国人均GNP

的平均水平 是4890美元，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是2990美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480美元。这种巨

大差距的存在，说明我国经济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NP、GDP的快速发展，已对这种发展

潜力作了颇有说服力的注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NP逐年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我国人均GNP从1987年的294美元、1995年

的580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848美元，从1999 年起，我国已从世界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实现了质的

飞跃，同时 也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成为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的一个重要标志。  

  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GDP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80年我国GDP达到4517.8 亿元，1990年达到18547.9亿元，

2000年达到89403.6 亿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为3.4％，2001年进一步提高到3.7％。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13

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3％，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世 界排名也由第十位跃

升到第六位。而在此期间，世界平均的GDP增长水平为2.4％，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年增长速度分别为7.3％、

1.9％和2.1％。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对此，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在对我国未来GDP进行预测 时，对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作出两种假定：一种假定是，未来一

定时期人民币对美元 的汇率维持在1998、1999和2000年3年平均汇率水平。在这种假定下，2050年我国的GDP将达到

156349亿美元。另一种假定是，未来50年左右，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 汇率将是上升的，并根据各国过去汇率的上升状

况，假定2001- 201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仍维持在1998、1999和2000年3年平均汇率水平，2011- 2050年提 高

100％，同时假定日元、德国马克、英镑和法郎对美元的汇率维持在1998、1999 和2000年3年的平均汇率水平不变。在

这种假定下，2050年我国的GDP将达到312698 亿美元。 

  我国GDP的未来增长势头，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将提供坚实的基础，而这又为个人 所得税的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

据此，可以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作出中长期发展潜力 的预测。如果按照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个人所得税占GDP的比重

2.14％计算，可以得出 2050年的预测结果：在汇率不变的假定下，将达到3345.87亿美元，在实际汇率上升 100％的

假定下，将达到6691.74亿美元的水平。 



 

 

  二、现期潜力分析 

   现期潜力分析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从国际比较方面 

  根据2002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从1980年的0．0016亿元发展到2001年的

995.99亿元，大增622494倍，特别是1994年实施新税制以来的8年间，个人所得税平均年增幅高达48％、年增收额118

亿元，是同一时期增长最快的税种，目前已成为我国的第四大税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期潜力到底有多大?通过国际

比较，可以从这一侧面看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期潜力空间。 

  按照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所有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平均比重为2.08％，占税收收入的

比重为10.99％，其中人均GNP750-1619美元的中低收入国家个人所得税占CDP的比重为2．18％，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11.71％。我国人均GNP于1999年进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就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而言，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

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测算， 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至少应达到1859．60亿元。如果按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计算，

至少应达到1949.01亿元。由此得出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潜力在1859.60-1949.01亿元之间， 即使取其下限，

也应是当年个人所得税收入511亿元的3.6倍以上。 

    与印度、印度尼西亚相比较，1997-1999年，印度的人均GNP平均为443美元，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

6.08％；印度尼西亚人均GNP平均为797美元，个人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0.36％。相比之下，我国个人所得税

古财政收入的 比重显得较低，平均为3.56％，2000年才达到4.04％。如果在1998年达到印度尼西 亚14．4％的水平，

那么，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当年就应达到1330亿元，2000年应达到 2010亿元的水平，即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实际收入的

3.9倍以上。 

  如果从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收入的比重看，一般在5％-30％之间。根 据经合组织提供的1998年统计数据，

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占税前工资收入的比重，丹麦为34％，德国为21％，美国为18％，英国为17％，法国为

14％。而1994-199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总收入的平均比重仅为0.45％，即使是比重最高的2000年也仅达到

0.66％。如果按国际水平的下限5％计，以2000年我国居民个人初次分配收入83484.8亿元计，则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现

期潜力应为实际收入511亿元的8.2倍。 

  2、从分配结构和储蓄现状方面 

  GNP的最终分配结构包括政府所得、企业所得和个人所得三个部分。据统计，自1980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在GNP

中所占的比重，基本上稳定在60％以上，超过国家财政所得和企业所得的总和，反映了我国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偏

低、个人收入偏高 的状况，这既与政府设法提高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地位的既定目标不相协调，又与 个人所得税

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处的微弱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然，在近期内， 政府唯有设法大幅度地提高财政收入，使国

库资金充足，才能迅速地推进国家经济建 设和社会保障建设的步伐。而在这方面较为有效的办法：一是加大征收个人

所得税的力度，二是提高社会保险费的比重，而后者一般也被视为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因此， 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地

位，就成为目前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个人的可支配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个人储蓄额的多少，最直接地反映了个人的纳税能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个人的储蓄存款额不断增加，特别自1995年以来，每年的增加额都在7-8千亿以上。但个人所得税与当年储蓄

存款增长额的比重却不见显著地增长。例如，2000年储蓄存款比上年增加4710亿元，增长7.90％， 但个人所得税占当

年储蓄存款增加额仅为10.84％。个人所得税占当年储蓄存款增加额的比例如此之低，只能说明现行税制的设计存在着

一定的缺陷，不利于在个人的收入环节足额课征个人所得税。据调查，1995年，20％的高收入储蓄户占有了全国60％

的个人储蓄存款。1999年上半年，20％的高收入储户已占有全国个人储蓄存款的80％，其中，3％的高收入阶层占有全

国个人储蓄存款的47％。如果按1996-2000年每年存款增加额平均为6685亿元，20％的储蓄户占有80％存款的比例计

算，假定这部分款项为劳务报酬所得，那么应税所得额就是401l亿元，按劳务报酬所得的税率为20％，那么可以征收

个人所得税达800多亿元。而在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全部收入为511亿元，仅占其中的53％。而这800多亿元，仅仅是

对个人储蓄部分所征的税款，而事实上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包括消费和储蓄两项，而储蓄不过是现期消费的剩余而已。

由此可知，个人所得税的潜力至少在1600亿元左右，约是现行个人所得税收入的3倍以上。 

 

 



   三、结论 

  1、无论是从个人所得税的未来中长期预测，还是从现期的潜力分析，都能反映出这一税种的重要地位和存在的可

供挖掘的巨大空间。 

  2、我国税制设计不合理，个人收入中有太高比重的隐性收入或灰色收入没有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范围，要不断

完善个人所得税法。 

  3、纳税人纳税意识不强，偷税、漏税、逃税的现象相当严重，致使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收入的比重太低，特别是高

收入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并未自觉足额纳税，要加强税法宣传，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要加大对纳税人特别是高收入纳

税人的依法征管力度。 

  4、改革现行的社会保险缴费制度，变“费”为“税”，以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和 社会保险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

重，使之成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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