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 1月 

第3O卷第1期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Jan．2oo7 

Vo1．3O No．1 

文章编号：1000—582X(2007)01—0152—03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效率与公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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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现阶段个人所得税效率和公平的显著性问题，检验了个人所得税与 GDP的实证 

关系并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的贡献率与不公平社会成本的相关性．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个人所得税 

对GDP的贡献率逐渐减弱，分析图形得出个人所得税边际不公平成本大于其对国民生产总值边际贡献 

率的结论．结果表明，在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有必要加大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力度以发挥其公 

平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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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o年代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中国的个 

昕̂得税规模逐渐扩大，成为调节国民经济的重要税种 

之一．为了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 

富”的宏观政策相适应，个人所得税在开征之初便采取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设置原则 】．这一原则，在推 

动个人所得税促进经济发展，积累财政资金等方面发挥 

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但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居 

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也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目前中国20％最高 

收入家庭的收人占社会全部收人的50．13％，20％最低 

收入家庭的收入占社会全部收入的4。27％[21；若就表 

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0。3上升到现在的0．46．在国家大力提倡建设和谐社会 

的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个人所得税的效率和公平 

问题．笔者就个人所得税对GDP的贡献率以及个人所 

得税的不公平性做了相关研究． 

1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效率渐弱 

个人所得税的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 引． 

个人所得税的经济效率指个人所得税与资源配置和经 

济运行的效率关系，亦即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助于 

提供经济效率，保障经济的良性、有序运行，实现资源 

的有效配置．个人所得税的行政效率指用最少的征税 

成本和纳税成本获得最多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收人，使 

名义税收收入与实际税收收人的差距最小．由于在现 

实中个人所得税的行政效率主要由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成本表示，即应收税款与实收税款之间的差额，这实际 

上是个人所得税经济效率的一种损失 J，故笔者仅从 

个人所得税与国民总产值的相关性探讨中国个人所得 

税的效率问题． 

1．1 个人所得税收人与GDP的关系 

1．1。1 总体趋势分析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于 1980年 9月开征，但沿用至 

今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 1994年税制改革修改后的新 

税制。个人所得税在开征之初存在城乡个体工商业户 

所得税、外资个人收入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和工资 

调节税几税并征的状况 J，新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 

了个人所得税的统一，并确立了新的免征额、起征点和 

征收方法．从此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朝着法制化、规范化 

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故笔者在此采用1994年以来的 

数据并对其进行分析．如表1． 

从表 1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 

加，个人所得税呈现增长的趋势，且个人所得税绝对额 

和相对额的增长均保持较快速度．1 994年征收个人所 

得税7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155％；2004年征收 

个人所得税1 773．1亿元，比上年增长22．6％，占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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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达到 1．272％，绝对额 比 1994年增加 1 664．4 

亿元．1994年至 2004年 11年间，个人所得税每年平 

均环比增幅高达38．6％，远远高于同期GDP 11．5％的 

平均增长速度，这些数据显示个人所得税成为中国近 

年来收人增长最快的税种之一，其对财政收人的筹集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表 1 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与 GDP总量统计表 ％ 

1)1994—2003年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 

GDP数据来 自<经济日报>；2)1994—2003年个人所得税收人 

数据来源于<中国税务年鉴>，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来自国 

家税务总局． 

1．1．2 回归分析 

从表 1发现，中国的GDP与个人所得税有相似的变 

化趋势．为了检验中国个人所得税收人对GDP的贡献性， 

现根据表 1资料用统计方法来测定两者之间的关系． 

假设个人所得税收人为自变量 X，GDP为因变量 

y，运用 SPSS统计软件做以 为横轴变量，以 y为纵 

轴变量的散点图．如图1． 

图 1 个人所得税收入与 GDP散点图 

根据图1观察发现二者的相关形态近似幂函数． 

于是设回归方程为：Y=aXb．经过软件拟合得到：y= 
13 875．7X~棚  

． 同时通过检验得到相关参数如表 2 

所示． 

表 2 回归结果相关参数表 

R RS ARS F Sig F SE 

0．985 72 0．971 64 0．968 49 308．351 2’ 0．000 0．0550 4 

说明：表中 R表示 Multiple R，RS表示 R Square，ARS表示 Ad· 

justed R Square，Sig F表示 Signif F，SE表示 Standard Er- 

rol"， 表示在 0．000水平上显著相关． 

由回归结果可知，个人所得税与 GDP显著相关．通 

过了F检验(显著性水平已在表2中标注)，原假设可以 

接受，回归总体非线性．另外，估计标准误差虽然达 

550．4万，但与GDP总量平均数 86 701．77亿元相比较， 

可谓微乎其微，所以方程拟合很好．虽然因为个人所得 

税行政效率的存在，中国个 ^所得税收人有比较严重的 

流失现象，该模型难以非常全面反映个人所得税对GDP 

的影响程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以上判断． 

1．2 实证结论 

从散点图和拟合方程可以看出，幂函数方程各点 

斜率越来越小，即l△y／ l的值逐渐减小．随着个人所 

得税收人占GDP比重逐年增加，前者对后者的贡献率 

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由此可以得出中国个人所得税 

效率渐弱的结论． 

2 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不公平性凸现 

个 人所得税的公平包括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前 

者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相同的税 

收，后者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不同 

的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体现在对高收人者多征税，对 

低收入者少征税，有效缩小收 初̂次分配形成的差距． 

实践中一般采用基尼系数作为收人分配公平程度 

的度量标准．当基尼系数值增大，收人差距扩大时，公 

平程度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社会为此支付巨大 

的成本，即个人所得税的不公平成本 ；而收人差距过小 

时，又不利于效率的实现，国民生产总值降低．因此，在 

考虑个人所得税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时，须将国民生产 

总值和不公平社会成本同时纳人分析框架．最适度的 

公平水平(基尼系数值)能保证总产值与不公平的社 

会总成本的差额达到最大值，此时，效率与公平达到最 

优结合点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l△y／ l的值呈现逐 

渐减弱的趋势，反映出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效率渐 

弱，即个人所得税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 MY 

递减．而当基尼系数越大，收人差距越大，不公平程度 

越高时，社会为解决各种矛盾付出的代价越高，个人所 

得税的不公平成本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加而存在上升的 

趋势，即个人所得税的边际不公平成本 MC递增．当 

MY 等于MC时，社会总产值与不公平的社会总成本的 

差额达到最大值，即个人所得税的效率与公平达到最 

优．如图2所示． 

图2中，MY 曲线与 MC曲线的交点为E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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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 

图2 社会生产总值与基尼系数关系 

的基尼系数 G，即为个人所得税效率与公平最优结合 

点．当基尼系数值小于G时，MY大于MC，此时降低公 

平程度，会使社会生产总值与不公平总成本之间的差额 

增加，对社会有利；当基尼系数值大于 G时，MY小于 

MC，应提高公平程度，此时，也同样对社会有利．而当 

MY与MC相等时，效率与公平达到最优结合，此时扩大 

或缩小收 分̂配差距，都将导致社会净产值的减少。 

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在 0．3— 

0．4之间比较合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高度平 

均，0．2—0．3表示相对平均，0．3～0．4表示分配相对 

合理，0．4—0．5表示差距偏大，0．5以上表示差距悬 

殊)，在图2中对应为 点．而根据中国相关机构的统 

计，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 0．46，并以每年 

0．O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即图中位于 G右侧的日，与 

MC交于 E。，与MY交于 E ．E，大于 E ，个人所得税边 

际不公平成本大于其边际效率．说明中国目前个人所 

得税的不公平性成为突出的问题 

3 结 论 

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作用逐渐 

减弱，对整个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促进作用在逐渐增 

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 

确实起到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的作 

用，但目前中国已基本实现小康，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构 

建和谐社会，因此防止两极分化，缩小城乡收入差异， 

使中国的小康社会是惠及最大多数人的小康才是个人 

所得税目前应当发挥的首要作用． 

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在设置之初强调的是效率 

性，在强调社会公平的今天，有必要对其进行调整，以 

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公平作用．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的个人所得税修正案草案，将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 

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 1 600元，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如今人民收入普遍提高，原有的800元费用扣 

除标准过低，使得绝大多数工薪阶层成为纳税的主体； 

提高免征额后低收人阶层可以免于纳税．征税模式也 

可以考虑将分项征收改为分项综合相结合的模式，这 

样有利于避免高收入阶层和有多项收人的纳税人避 

税．在税率方面，也可考虑将边际税率适当调高，加大 

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使得个人所得税真正发挥 

其“劫富济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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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ffi ciency and Fairness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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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is analy~d to get to know which one 

should be the first．By empirically researching on individual income tax and GD Pand analyzing on economic distributive 

rate and social unfair cost，the anthors conclude that 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tax becomes weak and unfairness of it be— 

comes strong．Thus，individual income tax should be reformed more fai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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