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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5 年以来 , 我国先后修订颁

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 以及 《个人所得税管理办

法》和《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

( 试行) 》。这一系列有关个人所得税的

法律、法规和规章 , 正推动着我国个人

所得税制的发展和完善。上述在个人

所得税征管方面重点推 出 的新规 定 ,

旨在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 完善具体征

管手段, 加强对高收入者的重点管理。

然而, 现行税制下的个人所得税并未充

分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个人所得

税法的修改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税制困境。因

此 , 有必要从更深层次着眼 , 对我国个

人所得税法进行系统修改和完善。

一、扩大居民纳税人范围 , 适应我

国加入 WTO 后对外开放的形势需要

个人所得税属于地方税。按照现

行规定 ,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参照国际

通行做法 , 确立属地和属人双重原则

行使税收管辖权 , 一方面对居民纳税

人行使完全的税收管辖权 , 对其来源

于我国境内、境外的所得均征收个人

所得税 ; 另一方面 , 对非居民 纳税人 ,

则仅对其来源于我国境内的所得行使

税收管辖权。而其中的居民纳税人 , 系

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 或者无住所而

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 ; 其中

的非居民纳税人 , 则指在中国境内无

住所又不居住 , 或者无住所且居住不

满一年的个人。可见 , 我国判断居民与

非居民法律地位的要素只限于住所和

居住期限两项。而在法国, 除住所和居

住期间外 , 个人主要在法国从事经营

活动 , 或者个人的经济利益中心在法

国境内 , 则同样可认定为法国税收居

民; 而且 , 只要个人在日历年度内在法

国居住天数超过 183 天 , 其虽然无住

所也被视为法国税收居民。俄罗斯判

断居民身份的要素只有一个 , 即在俄

罗斯居住 183 天以上的个人属于俄罗

斯居民。美国判断居民的标准稍嫌复

杂 , 其规定外国公民如果是美国合法

的永久居民( 即持有“绿卡”) , 或者 符

合实际停留时间的检验标准 , 便被视

为美国居民。如果按当前日历年度计

算 , 个人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少于 31

天 , 且个人于当前年份在美国停留的

总天数 , 分别加上前一年在美国停留

天数的 1/3 和前两年在美国停留天数

的 1/6, 等 于或大 于 183 天 , 那 么 该 人

便满足了居民身份检验的条件。

从上述各国的经验看 , 我国在居

住期限方面的时间标准偏低 , 这与“入

世”后我国对外开放的现实状况不符。

当前 ,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进入中国从

事各种经营活动 , 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在一些大、中城市开始购买高档商品

住宅。因此, 宜借鉴国外经验, 将目前在

我国居住不满“一年”的居住期限缩短

为 6 个月或者 180 天, 以避免不必要的

税收流失和不公平的税收竞争。同时,

通过税收协定的形式, 解决和避免与他

国在税收居民身份认定上的冲突。

二、适当合并个人所得类型 , 在征

税对象上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

人所得税制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了分类所

得税制 , 列举了 11 项 具体的 应税 所

得 , 包括工资、薪金所得 , 个体 工商户

的生产经营所得 , 企事业单位的承包

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 劳务报酬 所得 ,

稿酬所得 ,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 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 , 财产租赁所 得 , 财产

转让所得 , 偶然所得 , 以及经国务院财

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在个

人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的今天 , 这显

然无法满足对相对隐蔽、不易监控的

个人其他收入来源的征税需要。个人

所得分类过多, 不但增加了税务机关

的工作成本 , 而且也容易出现偷 、漏、

逃税行为。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

个人所得税制, 已逐渐成为众多专家

学者的共识 , 且被写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之中。

目前我国在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方面

的层层改进, 正为实行这一税制积极

创造着条件。在个人所得税征管方面

重点推出的新规定中 , 所要建立的个

人收入档案管理制度、代扣代缴明细

账制度、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双向申

报制度、与社会各部门配合的协税制

度, 以及所研发应用的统一个人所得

税管理信息系统 , 对高收入者的重点

管理、税源的源泉管理、全员全额管理

等 , 都是题中应有之意。建议将现行

11 种个人所得进行适当合并 , 可考虑

将所得性质和计算是否简便作为合并

标准 , 对同一纳税人的各类所得 , 先课

以分类所得税 , 然后汇总其年综合所

得 , 对在法定限额以上的所得再以累

进税率征收综合所得税 , 从而实行严

格 的 综 合 与 分 类 相 结 合 个 人 所 得 税

制。有人提出, 把综合计征和分类计征

结合起来 , 最恰当的方法是把工资薪

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

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 5

个项目列入综合征税 , 而利息股息红

利 所 得 和 偶 然 所 得 等 仍 实 行 分 类 征

税。笔者认为 , 在目标税制中把几种性

质 完 全 不 同 的 所 得 项 目 列 入 综 合 征

税 , 适用同一税率 , 不利于个人所得税

在 收 入 分 配 调 节 方 面 作 用 的 有 效 发

挥 , 与税收公平原则相悖。相反 , 实行

严格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个人所得税

制 , 可以有效兼顾个人所得税的财政

收 入 功 能 和 收 入 分 配 调 节 功 能 的 发

挥。因此 , 建议分别依劳动所得、经营

所得、资本所得、知识产权所得和其他

财产所得等 , 对纳税人的不同所得合

并归类 , 并就不同类别的所得配置不

关于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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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栏目策划、编辑: 马天骥)

根据对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 46 种

重要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监测 , 本月

( 2007 年 1 月 20 日) 与 上 月( 2006 年

12 月 20 日) 相比 , 价格上涨的有 24

种 , 主要是粮食、猪肉、食用油、鲜奶和

部分鲜菜等食品价 格 , 以及 住宅、钢

材、化肥等价格。价格下降的有 12 种,

主要是粳米、黄瓜、西红柿、鸡 蛋等食

品价格、药品价格、公有住房租金及液

化石油气等居住类价格、水泥价格和

汽油价格。价格稳定的有 10 种 , 主要

是自来水、电、管道煤气、教育收费、公

共汽车车票和市内通话费。

一、食品价格涨势趋缓

本月, 36 个大中城市的特一粉、标

准粉、籼米价格每 500 克分别为 1.57

元、1.41 元和 1.49 元, 较上月分别上涨

1.0%、0.6%和 0.6%, 涨幅比上月回落

2、1.6 和 1.4 个百分点; 粳米价格比上

月 下 降 0.3%; 菜 籽 油 、豆 油 和 花 生 油

价 格 分 别 较 上 月 上 涨 2% 、1.9% 和

1.8%, 涨幅比上月分别回落 14、9.1 和

18.9 个百分点 ; 猪肉价格比上月上涨

2.3%, 涨幅比上月回落 5.6 个百分点。

鸡 蛋 价 格 由 升 转 降 , 比 上 月 下 降

0.3%。蔬菜价格波动幅度也比上月有

所减小 , 青椒、茄子和油菜分别比上月

上涨 6.3%、4.8%和 2.8%, 涨幅比上月

回落 18.9、36.9 和 12.6 个百分点; 黄瓜

和西红柿价格由涨转跌 , 比上月分别

下降 7.8%和 3.2%。

二、钢材、化肥价格有所上涨

本月 36 个大中城市螺纹钢、中厚

板 和 热 轧 卷 板 每 吨 平 均 价 格 为

3177.47 元 、4114.18 元 和 4426.73 元 ,

较上月分别上涨 3.7%、2.9%和 1.7%。

三元复合肥和尿素价格比上月分别上

涨 2.2%和 0.8%, 木材和烟煤价格比上

月分别上涨 1.5%和 0.9%。受国际油价

走 低 和 国 家 发 改 委 下 调 汽 油 价 格 影

响 , 汽 油 价 格 比 上 月 下 降 3.6%; 水 泥

价格微降 0.3%。

三、公用事业价格保持稳定 , 住宅

价格略有上涨

受各地元旦、春节期间推迟出台

调价项目影响 , 本月 36 个大中城市管

道煤气、民用电和自来水价格与上月

持平。普通商品房住宅一类、二类和三

类 地 段 价 格 较 上 月 分 别 上 涨 2.6% 、

0.6%和 0.4%; 经济适用住宅价格上涨

1.3%。液化石油气价格下降 1.8%, 公

有住房租金下降 0.4%。

四、服务价格基本稳定 , 药品价格

有所下降

本月 , 学杂费、托幼费、住院费、公

共 汽 车 票 价 和 市 内 电 话 费 与 上 月 持

平。受海口市下调挂号费影响 , 36 个

大 中 城 市 平 均 挂 号 费 比 上 月 略 降

0.9%; 受广州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措施

出台影响 , 手术费和检查治疗费比上

月略涨 2.3%和 0.4%。药品价格有所下

降 , 奥美拉唑、头孢唑啉钠和对乙酰氨

基 酚 比 上 月 分 别 下 降 1.6% 、0.2% 和

0.1%。■

(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供稿)

食品价格涨势趋缓 钢材、化肥价格有所上涨
———近期大中城市重要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情况综述

同的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

三、调整费用扣除标准 , 贯彻税收

公平原则 , 以人为本 , 加强和谐社会建

设

税收公平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在

制定税收制度时的首要准则。个人所

得税以所得归属人为中心 , 特别斟酌

和 考 量 纳 税 人 的 个 别 状 态 和 家 庭 负

担 , 因此被认为最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理论上 , 衡量税收公平与否的标准主

要有受益标准和能力标准两种。受益

标准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但实践中

难以实现和操作 ; 而能力标准是迄今

公认的比较合理也易于实行的标准。

然而 ,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 , 原本应

最能体现社会公平的个 人 所得税 , 现

在却成为社会不公平的 源头之 一 , 国

家 虽然在 2005 年 对工薪 所 得 部 分 的

起征点作了调整 , 但却并未从根本上

系统地解决整个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

除问题 , 从而使高收入者负担的税收

明显与中、低收入者不相匹配 , 已婚已

育者负担的税收与未婚未育者不相匹

配。要确保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法的

信赖感, 长期维持其适用效力 , 就必须

维护个人所得税的量能 课税原 则 , 在

费用扣除的标准上重视基本人权的保

障和国家税权干预的界限。个人生存

权保障的优先性需要在个人所得税法

中得以贯彻 , 纳税人的家庭抚养义务

应优先于其纳税义务 , 从而使得每个

人生存权保障的支出得以在所得总额

中减除 , 确保其个人及其配偶、子女生

存之必需。个人所得税属于“属人税”,

是对人课税 , 对参与市场交易有所收

入者课税 , 因此在衡量时必须考虑其

个人因素 , 否则个人所得税无疑将会

沦为“营业税”。

根据其他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立法

实践 , 建议以下费用在法定限额内应

允许扣除:( 1) 纳税人个人生活费 ;( 2)

纳税人给付 18 岁以下子女的抚养费 ;

( 3) 纳税人给付 18—24 岁之间正接受

大学全日制教育的子女的抚养费 ;( 4)

纳税人给付其他没有独立所得来源的

受抚养人的抚养费 ;( 5) 纳税人给付自

己父母的赡养费;( 6) 纳税人在家庭与

工作场所之间的交通费 ;( 7) 纳税人为

购买自住房发生的抵押贷款利息 ;( 8)

纳税人 给付与 其共同生 活的 70 岁 以

上老人的生活费;( 9) 纳税人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 税) 。■

( 作者单位: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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