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纳税现状

我国个人所得税（简称“个税”）分项征收和源泉扣缴制度

存在诸多弊端，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改变

这种状况，国家税务总局于2006年出台了《个人所得税自行纳

税申报办法（试行）》（简称《个税申报办法》）。《个税申报办法》

规定：凡依据《个人所得税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年所得

12万元以上的，在纳税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

理纳税申报。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要依法自行申报缴

纳个税，这标志着我国个税开始进入综合申报纳税的运行机

制。其意义影响深远：其一，它开启了我国个税迈向综合申报

纳税的先河，也是我国未来个税全面实行综合计征申报缴纳

制度的尝试。其二，将纳税人放进了依法治税的制度框架，强

化了纳税人的申报义务和法律责任，改个税代扣代缴制度为

申报纳税制度。其三，通过综合申报纳税，强化个税调节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

然而，2007年1 ~3月的个税自行申报的开局并不理想。据

统计，在3个月的申报期结束前，全国只有160多万人进行了纳

税申报，还不到估计应申报人数的三成。有些省份因申报人

数实在太少，不得不把申报期延长到6月30日。实行个税自行

申报的第一年，其结果和预期有如此大的差距，主要原因在

于：此次个税征管制度改革，更多地考虑了如何保证税收收

入、强化个税征管的需要，而较少甚至没有考虑通过个税征管

办法改革，促使个税规范化、科学化和体现公平的原则，也未

体现保障纳税人权益、方便纳税人的原则，没有考虑税务机关

如何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问题。

税制改革的实质是对利益进行调整。本次个税改革虽然

没有涉及税率、税基和扣除额等直接利益的问题，但存在个税

征管制度改革的机制运行成本问题。在个税实行综合征收制

的国家，多是由纳税人申报收入、支出和纳税情况，辅之以税

务机关广泛、严格的稽查和对偷税行为的严厉处罚，以保障申

报纳税机制的有效运行。规范的综合征收制不仅要考虑纳税

人的总收入，而且要考虑纳税人因抚养、赡养、医疗、保健、婚

姻等的正当支出。纳税人不仅有申报纳税义务，而且有申报自

己生存状况的权利。所以，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是必需和能够接

受的。而我国的《个税申报办法》是在不改变分项征收和源泉

扣缴制度的基础上，无端地增加了一道申报的程序。分项征收

制度没有考虑纳税人的总体收入状况，也未考虑纳税人的家

庭及生存状况，只在纳税人取得所得时，由所得的支付者扣除

纳税人应缴税额直接上交政府。对于纳税人来讲，被扣缴的

个税并不会因申报纳税的方式有所改变而使纳税额减少，因

此，增加的一道申报程序实际上是一个额外的负担。所以，纳

税人申报的积极性不高也就不难理解。

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纳税改革思路

基于上述情况，配合《个税申报办法》的实施，笔者认为我

国应加快分项征收制向综合征收制改革的步伐，具体可分两

步走：第一步，确定一个5 ~ 10年的个税改革过渡期。在过渡期

内，实行分项征收制与综合征收制并行的个税征管制度，即对

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实行综合征收申报纳税办法，其他

纳税人继续实行分项征收和源泉扣缴的征税办法。 第二步，

全面改革现行个税，实施符合国际惯例的综合征收与申报纳

税相结合的个税征管制度。

在个税改革过渡期，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个人实行具

有实质意义的综合征收申报纳税制度，必然涉及对现行个税

制度的调整。具体政策建议是：在确定应税所得范围的基础

上，确定扣除项目和标准，再以税率计征应纳税额。

1. 收入总额的确定。收入总额是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的总额。按照现行个税征收范围，可将

除偶然所得之外的所有应税项目列入征收制的总收入。

2. 费用扣除办法。作为过渡期的政策，费用扣除要以现

行个税费用扣除制度为基础，适当考虑综合征收制的费用扣

除项目。具体为：淤按标准扣除生计费用，每个纳税人年费用

扣除额为20 000元。这与现行个税工资、薪金适用的年扣除

标准19 600元基本持平，不会因综合征收而缩小税基。于据实

扣除必要费用：一是现行个税制度允许据实扣除的费用项目

金额，二是纳税人支付的医保费以外的医疗费用。

3. 税率的确定。按照当前我国公众对个税调节贫富差距

完善个税自行申报纳税制度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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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自行申报纳税和综合征收制度的改革思路：第一步，确定一个5 ~ 10年的

个人所得税改革过渡期，实行分项征收制与综合征收制并行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第二步，全面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

实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综合征收与申报纳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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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期望，结合世界性个税改革“宽税基、低税率、简税

制”的趋势和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征纳个税的经验，我国

个税税率的确定应体现“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利益，促进

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调节过高收入阶层的收入”的原

则。为此，笔者设计了综合征收制的个税税率表，具体

见下表1。

与现行个税工资、薪金适用税率（见表2）相比，表1

的税率级次减少了两级，边际税率降为40%。从总的税

负来看：年应纳税所得额6 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低

收入者和年应纳税所得额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中低

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均有所下降；年应纳税所得额5万元以上20万元以

下的中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基本不变；年应纳税所得额20万元以上

至120万元的高收入者的适用税率均有所上升。

另外，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年计算，分期由收入支付单位预扣缴

（扣缴单位同时提供纳税人完税凭证），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在

个税改革过渡期内，对年收入不足12万元但有意愿和能够进行申报

纳税的个人，应鼓励其申报纳税。实行这种政策，可不断扩大申报纳

税的实施范围，以为完全过渡到综合征收申报纳税制度奠定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文钊.个税调整理应以人为本.经济观察报袁2007-04-06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特点及核心条款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

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并由承租人

支付租金的合同。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提供的条件，与出卖人

（供货商）订立一项购买合同，根据此合同，出租人按照承租人

在与其利益有关的范围内所同意的条款取得工厂、资本货物

或其他设备（简称“设备”）；并且出租人与承租人（用户）订立

一项租赁合同，以承租人支付租金为条件授予承租人使用设

备的权利。融资租赁在实质上是转移与一项资产所有权有关

的所有风险和报酬的一种租赁。它是一种当企业需要添置设

备时，不是以现金或向金融机构借款购买，而是由租赁公司把

融资租赁来的设备或购入的设备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

合同规定定期向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租赁期满后，选择退租、

续租或留购设备的融资方式。

1. 融资租赁合同的特点。

（1）融资租赁是一项至少涉及三方当事人（出租人、承

租人和供货商），并且至少由两个合同（购买合同和租赁合同）

构成的自成一类的三边交易。融资租赁的三方当事人相互关

联，两个合同相互制约，拟租赁的设备由承租人自行选定，出

租人只负责按用户的要求给予融资便利以方便其购买设备，

但不负担延迟交货等责任和维护设备的义务；承租人也不得

以此为由拖欠或拒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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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利率调整下的融资租赁核算办法，分析了调整租金的两种不同方式，即年金调整法和剩余租金调

整法，并通过Excel公式建立了利率调整时自动计算租金的方法，以供业内同行在核算相应业务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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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综合征收制的个税税率表

年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不超过 10 000元部分

10 000元以上至 50 000元部分

50 000元以上至 100 000元部分

100 000元以上至 200 000元部分

200 000元以上至 500 000元部分

500 000元以上至 1 000 000元部分

1 000 000元以上部分

税率（%）

5

10

15

20

26

32

40

注院年应纳税所得额是指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的收入总额减去允许扣除费用后的余额遥

税率（%）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年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不超过 6 000元部分

6 000元以上至 24 000元部分

24 000元以上至 60 000元部分

60 000元以上至 240 000元部分

240 000元以上至 480 000元部分

480 000元以上至 720 000元部分

720 000元以上至 960 000元部分

960 000元以上至 1 200 000元部分

1 200 000元以上部分

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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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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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现行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表

月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不超过 500元部分

500元以上至 2 000元部分

2 000元以上至 5 000元部分

5 000元以上至 20 000元部分

20 000元以上至 40 000元部分

40 000元以上至 60 000元部分

60 000元以上至 80 000元部分

80 000元以上至 100 000元部分

100 000元以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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