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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 了征税环境不规范是影响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主要原因
,

我国个人所得税税

制改革要从宏观的
、

全面的角度
,

在规范征税环境的前提下
,

优化税制
,

强化征管
,

才能充分发挥个

人所得税组织收入
、

调节分配 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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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 的良好运行与税制设计
、

征管水平
、

征税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

我国个人所得税收人增

长快速
,

但占财政收人比重低 ;个人所得税调节面呈

扩展趋势
,

但由于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难度最大
,

因

而偷漏税面最宽
。

除了税制设计不尽合理
、

征管水平

有待提高外
,

征税环境不规范是影响个人所得税征

收的主要原因
,

包括收人隐性化
,

税源监控不力
,

税

收法律意识不强等
。

大家认为抢劫是犯罪
,

应当予以制裁
,

但对偷税就没

有这种强烈而一致的认识
,

此外
,

还有侥幸或法不责

众等各种各样的想法
。

一
、

征税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 )税源难以监控

税源难 以监控是个人所得税漏征和影响其调节

收人分配力度的主要原因
。

一是初次分配环节不规

范
,

个人收人分配隐性化
、

多元化
,

税源难以掌握
。

如

利用代币购物券发放补贴
、

奖励股份
、

小金库发放奖

金
、

给个人买保险
、

公款组织外出旅游
、

分解发放劳

务费或稿酬
、

第二职业收人
、

灰色收人等
。

二是个人

收人中的大量现金流通给税源监控带来极大困难
。

三是由于个人所得税是第一难征的税种
,

在信息化

程度不够发达的情况下
,

无法全面准确地掌握纳税

人收人及支出的信息
,

应加强对垄断行业职员
、

外企

人员
、

演职员
、

运动员等社会公认的高收人行业和个

人重点税源监控对象的管理
。

(二 )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强

西方 国家认 为
: “

只有死亡和纳税是不可避免

的
” ,

而我国纳税人对税收认识还不深刻
,

对为何征

税
、

税收用途
、

纳税义务与权利认识不足
,

在观念上

二
、

规范个人所得税征税环境的几点建议

(一 )规范初次分配环节

收人分配政策首先应确保在初次分配领域创造

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

因而要运用行政
、

法律
、

经济等综合手段解决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平等竞争问

题
。

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收人行为 ; 取缔假冒伪劣违法

经营行为 ;铲除设租
、

寻租等各种腐败现象 ;解决垄

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人分配差距悬殊问题 ; 进一

步缩小地域
、

城乡
、

行业差异
。

(二 )个人所得税收入显性化

目前
,

个人收入隐性化问题 已成为改革我国的

个人所得税的难点问题
。

个人所得税征收以收人显

性化为基础
,

而收人隐性化不能真实地反映个人纳

税信息
,

因而导致在实践中对那些收人显性化高的

工薪收人等明确征税
,

却不能对实际有较高纳税能

力的隐性收人者课征高税
,

出现了征税前提不公平

和税收调节结果不公平的现象
,

个人所得税的调节

功能没有发挥出来
。

为使个人隐性化收入显性化
,

可采取如下措施
:

1
、

在储蓄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实施银税微机联

网
。

个人的各种收人都要通过银行账户
,

尽量避免现

金支付 ;并将发放的各类实物
、

有价证券折价填人工

资表中
,

做到收人工资化
、

工资货币化
,

支付信用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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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解决税源不透明
、

不规范的问题
。

2
、

建立重点个人所得税监控对象档案
。

可在各

级税务机关设立个人所得税数据处理中心
,

对高收

人的行业和个人实行收人监控和数据处理 的 自动

化
,

运用庞大的计算机网络进行税收申报
、

税款缴

纳
、

档案管理
、

税源分析等
。

3
、

建立个人财产实名登记制度
。

对个人金融资

产
、

房地产及汽车等实行实名登记制度
,

这样不仅可

以促进廉政建设
,

还使纳税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
,

堵

住了偷税渠道
,

加强了税务机关对财产税
、

遗产税的

税源控制
。

(三 )加强税收宣传
,

增强税收法律意识

1
、

增强税收法律意识

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制状况的反

映
。

税收法律意识应包括
“

征税法律意识
”

和
“

纳税法

律意识
”

两个方面
。

税收公共需要说指政府的征税权

是与其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相对称的
,

老百姓的纳

税义务是与其享用公共物品的权利相对称的
。

因此

应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观念来重构税收法律意识
,

征税意识和纳税意识二者之间是不可分割
、

互为对

应的关系
,

征税意识应当建立在征纳权利和义务对

等的思想基础之上
,

改变征税主体的权力意识
,

向文

明
、

高效
、

廉洁的服务意识转变 ;而纳税意识应建立

在纳税人确认 自己作为依法治税的主体所享有的权

利
。

建议修正税法教育和宣传的内容和方式
,

比如以
“

非直接偿还性
”

取代税 收的
“

无偿性
”

特征的表述
,

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也就会随之改变而与征税意识协

调一致
。

增加纳税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

依法治税包括
“

依法纳税
、

依法征税
、

依法用税
”

三个方面
。

在依法

治税这个系统工程中
,

纳税人能否依法纳税
,

征税人

能否依法征税
,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用税人能

否有效用税
。

社会主义税收
“

取之于民
,

用之于民
” 。

多年来
,

我们强化了税收
“

取之于民
”

的宣传
,

对
“

用

之于民
”

的宣传相对滞后
,

纳税人不知道政府怎么用

税
,

税款用在何处
。

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透明度

很高的公共预算体制和政府采购制
,

这极大地促进

与培育了社会纳税意识的提高
,

纳税人普遍以
“

我是

纳税人
,

我应纳税
”

而感到 自豪
。

因此应实现
“

阳光用

税
” ,

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
,

科学筹划
,

合理用税
,

不浪费纳税人的税款
,

对公共事务建设投资项 目实

行绩效跟踪以及审计公示制度
,

建立和完善方便纳

税人监督和查询的公共开支制度和程序
,

这样就会

增强纳税人国家主人翁意识与纳税意识
,

营造 自觉

依法纳税的良好社会风气
。

2
、

建立个人税务信誉记录制度
,

引人处罚和激

励机制
。

税务机关应建立个人税务信誉记录制度
,

发放

纳税记录本
,

以荣辱感激励人们去规范 自己的行为
,

鼓励纳税人守法纳税
,

约束偷逃税行为
。

在办理个人

申请贷款
、

户 口迁移
、

出国护照
,

上法庭打官司以及

个人晋升职务等事务中都应缴验纳税记录
,

作为个

人信誉保证
,

并对纳税情况好的给予公开表彰
。

同时要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
,

对偷逃个人所得

税的纳税人要增加逃税 的心理成本和精神代价
,

特

别是对那些社会公众人物逃税的行为
,

要通过媒体

进行曝光
,

打击其逃税行为
。

综上所述
,

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关键是

不能就税收论税收
,

而是要从宏观的
、

全面的角度
,

在规范征税环境的前提下
,

以优化税制为基础
,

强化

征管作保障
,

才能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组织收人
、

调

节个人收人分配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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