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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产经营所得税制缺陷及完善

【摘要】个人生产经营税制由于级距设计过小使其与工资薪金所得对比存在着横向不公平，影响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

优化，降低了税收的经济效率。按工资薪金所得级距同幅调整生产经营所得级距，能持续保持与工资薪金所得的税负公平，

还能缩小与法人企业间的税负差异，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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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作为最具有敏感度的税种，其改革几乎涉及

每个个人和家庭的利益，必须坚持公平与效率治税思想指导

个人所得税改革。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应逐步建立健全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此次改革涉及分类和综合

的界定、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综合税率的制定等。本文在此

仅对个人生产经营所得课税问题进行探讨。

“个人”是指民事法律主体资格为自然人，包括个体工商

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当它们以自然人身份从事典型

的法人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时，其法律上的特殊地位决定其税

制的特殊性。

一、税收公平原则决定个人生产经营税制

生产经营行为的税源是利润，税基是应税所得，为实现经

济意义上的税收公平，不能因纳税主体的民事主体资格是自

然人还是法人而有所区别。对比二者计税办法的演变过程与

内容，发现二者有“趋同”趋势。可见，当前其计税依据的确定

考虑了与法人企业的公平。

影响税负的另一要素是税率，个人生产经营所得采用累

进税率，体现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优势，也是税收量能负担

原则的要求。但这只考虑了纵向公平，还需考虑与个人其他应

税行为间的横向公平。

二、生产经营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的可比性

税负公平需考虑应税行为间是否具有可比性。在个人所

得税十一个税目中，生产经营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有很多相

似之处。

1. 个人所得的“连续性”特征是界定综合与分类所得的

核心标准。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的财政职能看，连续性

所得税基宽，能持久有效地发挥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但连续

性所得涉及面宽，设计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是税负的公平，若

对连续性所得按所得类别采用不同的级距、税率和计征办法

必然会导致税负的不公平，只有将它们纳入同一个范畴，采用

相同的计税办法才能体现公平。所以，个人所得的“连续性”特

征是界定分类与综合所得的核心标准。

（1）二者均是“连续性”所得。虽然对应税所得定义有不同

意见 ，但工资薪金所得与生产经营所得因“连续性”特征被列

入应税所得范围无异议。

会计核算四项基本假设之一的持续经营假设为生产经营

所得连续性特征做了最好的诠释。按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

例的理解，除“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所得外，其

他劳动所得均可合理判断为连续性、经常性所得，其中就包括

工资薪金所得。在具体计征方法上，二者也是按取得应税所得

的周期（如按月或按年）计征，可见当前税法也认同二者连续

性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投资的多元化，财

产租赁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连续性”特征也将更加显著与稳

定，所以将财产租赁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纳入综合计征的范

畴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2）二者都是累进税率设计。为提高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

差距的功效，若对按次计征的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只是偶然性

地发挥调节作用，效率较低。而若对连续性取得的工资薪金所

得与生产经营所得实行累进税率，则能长期大范围地发挥调

节收入差距的职能，效率较高。

三、与工资薪金所得相比，个人生产经营所得税制有失

公平

虽然累进税率是税收公平原则的选择，但税负是由应税所

得和相应的税率决定的，而税率是由应税所得的级距决定的。

1. 税负差异的持续存在。第六次修正的《个人所得税法》

虽对个人生产经营所得级距做了大幅调整，但与工资薪金所

得差距仍然存在。假设相同应税所得（以七档工资薪金所得级

距上限为计算基础）分别按工资薪金所得和生产经营所得项

目计征，计算各自年应纳税额和年比例税率 ，具体差异见下

页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将二者累进税率折算为年比例税率后，

生产经营所得实际税率一般都是高于工资薪金所得的。而且

二者的差异随着应税所得的增加先是递增然后递减，年比例

税率差异变化曲线见下页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年应税所得与

实际税率差异关系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