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40窑 援 下旬

那么方案 5较优。

（3）将上述两步骤选出的较优方案进行对比。

将上述两步骤得出的两个较优方案再进行对比，以选择

最优方案。为简化论述，以方案 3和方案 5为例进行一下比较

分析。

EBT3-EBT5越S2-C0-CC-［（C0垣CC）衣（1原TR2）伊TR2伊

（1垣TR3垣TR4）］-{S1-C0-CC1-［（C0垣CC1）衣（1 原TR1）伊

TR1伊（1垣TR3垣TR4）］}

整理后可得：

EBT3 -EBT5 越S2 -S1 -{［CC +（C0 垣CC）衣（1 原TR2）伊

TR2伊（1垣TR3垣TR4）］-［CC1+（C0垣CC1）衣（1原TR1）伊TR1伊

（1垣TR3垣TR4）］}

我们可将 S2-S1视为方案 3相对于方案 5的增量收入，

可将 {［CC+（C0垣CC）衣（1原TR2）伊TR2伊（1垣TR3垣TR4）］-

［CC1+（C0垣CC1）衣（1原TR1）伊TR1伊（1垣TR3垣TR4）］}视为方

案 3相对于方案 5的增量总成本，也就是说上述等式右侧为

方案 3相对于方案 5的增量净收入，于是上述等式就变为

“EBT3-EBT5越方案 3相对于方案 5的增量净收入”。此时，我

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方案 3相对于方案 5的增量净收入等于 0，方案 3

和方案 5无差别；如果方案 3相对于方案 5的增量净收入大

于 0，那么 EBT3-EBT5>0，即 EBT3>EBT5，所以方案 3较优；

同样的道理，如果方案 3相对于方案 5的增量净收入小于 0，

那么方案 5较优。

四、结束语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是基于若干假设而进行的纳税筹划

决策。实际上企业采用何种加工与销售方式更为有利，需要考

虑的因素是很多的。企业应结合内外部的具体情况，进行全

面、系统的分析，如考虑企业的设备利用问题、成本外的费用

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以科学地进行纳税筹划决策，从而保

证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

【注】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项目经费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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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许多人认为我国目前开征遗产税的时机还未成熟，其实任何税种都不是在所有条件完全具备的情况下开征

的。本文认为，我国应当尽早开征遗产税，使其为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政治社会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笔者分析了我国开

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对开征遗产税的具体制度进行了设计，阐述了在遗产税征收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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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探讨

开征遗产税具有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增加财政收入、推进

公益事业发展等作用。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国家

却纷纷调低或停止征收遗产赠与税。这种情况下我国是否应

当开征遗产赠与税、何时开征，这些都是我国税制改革中的热

点。遗产税是通过对少数富人的巨额遗产进行征税，使其财富

进行再次分配，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富翁的儿子永远是富

翁，穷人的儿子永远是穷人”的现象，从而有效控制收入两极

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因此，有效利用税收资源，适时开征

遗产税是现实的选择。

一、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1. 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

差距的指标，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 0.17 耀

0.18，20世纪 80年代为 0.21 耀 0.27，从 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

系数已超过 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达到 0.496。

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 0.4这个国际公认的收入分

配差距“警戒线”。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 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

状况的指标表明，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有 94个，高于中

国的国家只有 29个，其中 27个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亚洲

只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两个国家高于中国。这说明中国的基

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种过于悬

殊的收入差距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近年来

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整从未间断过，但这些调整主要是从一

次分配上进行的。本人认为在调整一次分配的基础上，还应加

大二次分配的调整，通过遗产税的征收，限制少数人拥有大多

数的财富，从而缓解因贫富差距过大、生活质量悬殊引起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

2. 国家税制的完善。我国自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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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的税制结构，但目前税制结构

还具有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主体税种所占比重过大，辅助税种

所占份额太小。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税收收入为

54 223.79亿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所得税这

五种税之和就达到税收总额的 63%。可见，财产税的收入额和

比重是微乎其微的，遗产税作为财产流转时的税收，是财产税

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遗产税在稳定社会结构、缓解贫

富差距、平衡社会公众心理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开

征遗产税有利于完善我国的税制。

3. 增加财政收入。我国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对内外资

企业所得税进行了统一，据估计这次所得税的改革将减少税

收收入约 930 亿元。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又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

税，同时，取消进口设备免征增值税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

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

调低至 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 17%。经测算，该项改

革将减少税收收入约 1 233 亿元。虽然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

较快，但近几年连续的自然灾害以及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等

都需要大量的政府投入。此时开征遗产税，无疑是扩大财政收

入的一个渠道。

4. 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2010年 9月 29日下午，美国

的两位顶级富豪比尔·盖茨与沃伦·巴菲特在北京为中国富豪

举办了一次“慈善晚宴”，一半受邀富豪拒绝参加。不参加可

能各有其因，但其中也可看出中国富豪对慈善事业的热情不

高。据 2007年胡润百富榜显示，在中国内地，财产超过 10亿

美元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过了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全球第

二。但来自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资料表明，中华慈善总会每年

的捐赠大约 75%来自国外，只有 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

自国内的平民。由于遗产税的缺失，富豪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进

行奢侈消费或把财富一代接一代地留给子女享用，却很少考

虑以慈善的方式回馈社会。开征遗产税可以法律的形式规范

和引导富豪的慈善行为，通过税收政策使得慈善捐赠能够抵

税，促使更多的富豪回馈社会，使税收和慈善事业达到双赢。

二、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

1. 具备征收遗产税的基本承受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了。据

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 335 353亿元，

比上年增长 8.7%。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看，1978年为 615元，

2002年达到 12 422元，增长了 19倍多。到 2009年全国城镇

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已达 32 736元，因此职工的

工资水平和相应的居民个人收入水平都有了根本性提高。同

时，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私有财产得到了不断累积，千

万、亿万富豪也越来越多。富豪的不断出现和增长都为我国开

征遗产税提供了一定的税源基础。

2. 具备征收遗产赠与税的基本法律保障。我国的根本大

法《宪法》肯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和财产继承的合法性；《继

承法》、《婚姻法》、《民法通则》等明确规定了遗产范围、遗产分

割、遗产继承程序等；《税收征收管理法》又规定了税务管理、

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及违反税法行为的行政法律责任。《刑法》

则规定了偷税、抗税等犯罪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这些规定为

遗产赠与税的征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与法律保障。

3. 逐步建立的财产登记制度。我国已初步建立有助于开

征遗产税的财产申报、登记等相关制度，《关于党政机关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初步确立了国家工作

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度；股票、房产、车辆、船舶等重要个

人财产的产权登记制度，已基本形成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

存款账户实名制的实行，为进一步建立个人财产实名制奠定

了基础。这些都为进一步完善开征遗产税的配套制度积累了

经验，奠定了基础，也为正确核定遗产所有人，防止逃避遗产

税的征收提供了依据。

4. 税务征管技术逐步提高。税收征管水平本来就是不断

提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成功开征了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征管难度很大的税种，并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已经有了根本

性的提高，技术手段逐步得到改善，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的科学

技术手段、便利的网络服务都在税收征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征管水平大大提高，这为遗产税的开征提供了基础。

三、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制度设计

目前世界各国征收的遗产税税制模式可分为三种：总遗

产税制、分遗产税制、总分遗产税制。三种税制模式各有利弊，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税收征管水平、税收成本和税制结构

目标，我国宜采用总遗产税制模式。同时为了简化税制，节约

征税成本，暂不另行开征赠与税。为防止赠与部分的财产有可

能造成遗产税的税款流失，可将赠与额与遗产额累计征收遗

产税。

1. 征税对象。遗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指财产所有者生前所

有的财产，包括生前 3至 7年内赠送给他人的财产，包括动

产、不动产以及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具体表现为：淤现金、银

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于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财

产；盂私人住宅、轿车、高级摩托车、私人飞机、私人船舶等贵

重生活用品；榆厂房、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虞专利

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商誉、土地使用权、股权、债

券、人寿保险和其他保险等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愚国务院规

定的其他财产。

2. 纳税义务人。根据遗产的继承方式不同，纳税义务人

可以分为两类：遗产管理人或者遗嘱执行人（按照遗嘱继承）；

法定继承人（按法定继承）。如果遗产继承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纳税义务由其法定代理人代

为履行。

3. 起征点及税率。开征遗产税的主要目的是对社会财富

进行二次分配。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富裕阶层的财富规模等

级没有发达国家高，且遗产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少数富有人

的巨额遗产。为了体现公平原则，达到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目

的，同时综合考虑我国的物价水平、房地产价格指数、居民储

蓄水平等因素，征税面要窄，起征点要高，级距、税率要适中。

目前各国遗产税的征税面一般为 2%~5%，我国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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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人数众多而且所占比例很大，遗产税的征税面可定在 1%至

3%之间，金额在 150万元以上开始征税。税率的设计应该从

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来考虑，参照各国经验实行超额累进税

率，最低税率为 5%，最高税率为 50%，税率依次按 5%及其整

数倍递增，级距以 100万元及其整数倍递增。遗产税税率设计

如下表所示：

4. 扣除项目。遗产税以应税遗产净额为计税依据，即以

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所有财产及权利的价值减去各种扣

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按照国际惯例，结合我国国

情，我们开征遗产税时应将以下项目列为允许扣除项目：淤税

款；于债务；盂丧葬费用；榆遗产管理费用；虞配偶间的赠与；

愚慈善和公益捐赠；舆其他扣除项目。

5. 抵免项目。在我国开征遗产税可以进行抵免的主要包

括两种情况：淤国外税收抵免，即对居民纳税人征收遗产税

时，对其已在我国境外缴纳的遗产税实行限额扣除，以消除对

跨国遗产的重复征税；于连续继承抵免，指同一笔已经纳税的

遗产 2年或 3年内再次发生应税继承时，第二次继承时允许

对第一次继承时已纳税部分进行抵免。

6. 税收管理。由于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在摸索中前进，因

此可先由国务院制定遗产税条例或者暂行条例，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制定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根据遗产税条例及其

实施细则制定具体的征收管理办法。待逐步完善之后再由全

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遗产税法，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具体的征收管理办法。

另外，对于遗产税税收收入的归属问题，为了防止因地区

间遗产税制的不同而造成的区域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

大现象，遗产税的征收管理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税款入中央

金库。但为了调动地方征收遗产税的积极性，可把遗产税设为

中央地方共享税，中央政府占 75%，地方政府占 25%。遗产税

采用个人申报纳税制度，征收时间为被继承人死亡后 3 ~ 6个

月内，由遗产税的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税务机关应当在接到上述申报 2个月以内对申报的

内容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向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发出纳税通知

书。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在接到纳税通知书后 1个月内代扣代

缴应纳遗产税税款。如果遗产税数额较大，可向税务机关申请

延期纳税，但延期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 2年。对于未按期申报

的应当处以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逾期未纳税的

按日加收滞纳税款 5%的滞纳金，对逾期 30日仍未纳税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开征遗产税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加强征税宣传。据调查，目前 80豫以上的人对征收遗产

税表示不能接受，特别是一些高收入人群，这就为开征遗产税

带来了一定的阻力。因此在遗产税开征之前，必须通过广播、

电视、报纸杂志、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广泛进行宣传。让公众明

白开征遗产税在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缓解贫富差距、抑制高端

消费等方面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2. 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开征遗产税，除应具备一定

的税基，还必须有一定的法律基础。完善的财产所有制和健全

的遗产继承法律制度是开征遗产税所必需的。尽管我国现行

的《民法通则》、《继承法》和《婚姻家庭法》等都对公民个人财

产所有权的归属和财产的继承分割、转移等作了较为明确的

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与模糊，还不能完全适应开征遗产

税的需要。因此必须对现行法律条款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改，

建立健全与遗产税有关的法律体系，以便遗产税顺利开征。

3. 建立和完善公民个人的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在富有

群体的财富中，除一部分来自工资收入，其中还有相当一大部

分可能来自一些灰色收入，这类财产一般隐匿较深，很有可能

被排除在税收之外，因此要尽快完善公民个人的财产登记和

申报制度，实行财产实名制，这样才能有效地控管税源，避免

漏税现象。

4. 完善财产评估制度。财产的评估不仅是一项政策性强

的工作，而且是一项专业技术要求非常高的工作。在征收遗产

税时，要以遗产的现值作为计税基础，此时财产价值的评估是

否准确，直接关系到征税数量的多少。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财

产评估制度，设立专门的、权威的、公正的资产评估机构，培养

专业的资产评估人员，为遗产税的顺利征收提供保证。

5. 设计防止个人财产转移的约束制度。遗产税的开征可

能会对资本市场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引起资本外逃。而目前

对一些纳税大户的财产监管还没有建立规章制度，如果遗产

税开征，这些富翁一定会很容易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一些未

开征遗产税或遗产税率较低的国家，势必造成税收损失，因此

要尽快设计出有效防止个人财产转移的约束制度。

【注】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项目编号 院

08EYD021冤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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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1

2

3

4

5

6

7

应税遗产额渊万元冤

100以下

100~ 300

300 ~500

500 ~ 1 000

1 000~ 3 000

3 000~ 500

5 000以上

税率渊%冤

5

10

15

20

30

40

50

遗产税税率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