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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将纳税人的收入划分为 11类，并且采用源泉扣

缴的方式进行征收，虽然这种方式方便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但

是收入种类的划分带来纳税人收入的转移，造成偷税、漏税现

象的产生，忽略了地域之间经济发展程度、居民收入水平等差

异，分类个人所得税税制已经不能够满足个税征管的要求。目

前我国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仍然停留在对现行税制修修补

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是建立在综合所得税制基础上的

一种新的税收征管模式，它在实行综合所得税制的前提下，对

影响个人所得税的因素进行调整，改变了原有对个税免征额

及税率计划性调整的模式，并且纳税主体由个人逐渐向以家

庭为单位转变。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的联动机制，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调整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不均及大量逃税、避税的情

况，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日我们亟须建立一个更完善的纳税

机制来调整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一、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系统的构建

本文所构建的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系统（见下图）中主要

包括了六大子系统，分别是税号生成系统、各影响因素录入系

统、收入信息核对系统、信用系统、信息处理核算系统和缴税

系统。

在该系统中，税号生成系统生成每人独立纳税账号并与

身份证号进行终身绑定，税号内存储个人信息。经有关部门的

审核后可以对固定信息进行更改，变动信息由系统自动进行

更新，比如将 CPI增长率录入系统，而地域因素系统根据税

号注册地即工作地或者说主要收入来源地的最低生活水平等

信息进行信息录入，其主要由税号注册地税务机关统一录入。

家庭因素录入系统主要由民政部门对纳税人家庭信息进行搜

集、审核，最终录入信息系统。工资收入信息录入系统主要由工

作单位根据发放工资及奖金数量进行录入，对于偶然所得及

其他所得由相关部门依法根据税号信息进行录入。

信息处理核算系统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按照一定的算法进

行核算，并且通过工资收入信息核对系统进行信息核对，例

如：工资信息核对系统会根据企业应纳税项目所报的减免内

容、报表搜集的个人工资情况及奖励发放情况，然后和信息处

理核算系统搜集的信息进行核对。

得出纳税人应纳税额后，纳税人在缴税系统即自动缴税

机上进行交税，如果纳税人存在不交税的现象，系统会将信息

传递到信用系统，这将影响其贷款等信用活动，如果其长久地

拖欠，系统会自动从其绑定的银行账号内扣除，或者报公安部

门进行处理。

二、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对于物价上涨等影响因素的调整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中的这些子系统如信息处理核算系

统、缴税系统等，这些系统主要负责数据的核算、处理，一般在

技术上能够达到，因此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而对于影响个人

所得税的因素则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1援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对物价上涨因素的调整。个人所

得税联动机制通过对物价上涨因素进行调整实现费用扣除指

数化操作，扣除额的多少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的变化进

行适当的调整，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

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

增强个人所得税制的弹性。

近几年，我国物价上涨不断加剧，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

增大，然而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没有充分考虑到物价上涨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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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得税征收的影响，有失公平。对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

问题的探讨，通常是在不涉及物价水平的情况下进行，而实际

情况是，在 CPI 上涨因素的前提下，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调整

对纳税人税收负担和收入分配格局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就会被

扭曲，这种扭曲主要是由 CPI 波动造成的实际免征额下降所

引起的。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通货膨胀

对个人所得税减免额的负面影响：确定一年的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为 1，本年度应纳税额的调整应根据该年的居民消费价

格与基期消费价格的比率确定，例如 CPI上涨 1%相应的免

征额就应该调增 1%，建立起应纳税额与 CPI指数挂钩的这样

一种模型。

2.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对地域因素的调整。目前对个人

所得税的征收全国采用统一的标准，然而我国地区之间经济

发展程度差异较大，统一的标准给各地区居民带来的税负压

力不同，不能体现税收公平原则。从 2008年各地最低工资标

准看，深圳为 1 000 元/月，上海为 960 元/月，北京、大连为

800元/月，西安、郑州为 600元/月，银川为 350元/月，各地

区的工资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北京和青海同样是收入 3 000

元，缴纳同样多的个人所得税，但由于物价水平和日常生活成

本不同，2008年在北京生活就要比在青海生活拮据。所以我

们要建立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将不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税

率跟当地平均月工资进行挂钩，根据一定的倍数关系确定适

用的税率。

从理论上讲，公平原则要求税率档次多、边际税率高。然

而，过高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会助长偷逃税，实际税收反而

减少，也压抑了纳税人的劳动热情，给经济发展带来不良影

响。所以，应把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与个体

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

得适用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合并和简化，设计出五级超额累

进税率，合理界定级距，同时略微下调税率水平。具体标准见

表 1：

3.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对家庭因素的调整。我国现行税

率针对个人收入而设计，只要是月收入过了起征点的居民，不

论家庭负担轻重，不论是否已婚，均适用相同的税率。相比较

而言，美国个人所得税法就比较有针对性，其对纳税者的全部

应税所得按四种不同申报方式，分别为已婚联合申报、已婚分

别申报、单身和户主四种方式。同样的个人收入，若采用不同

的申报方式，其应税区间不相同，税率也不相同。比如，同样是

10万美元的个人所得，按单身申报方式则税率为 28豫，按已

婚联合申报方式则税率为 25豫。美国的这个税率制度充分考

虑了婚姻和家庭负担等因素，更加体现了量能纳税原则。而我

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适用无视具体情况采取“一刀切”的做

法，虽简单易行，但实际上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

我国是一个大家庭观念很重的国家，自古就有养老扶幼

的优良传统。因此，个人收入的差距最终要体现在家庭收入差

距上，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比个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其真实纳

税能力。因此，在税率的适用上，借鉴美国的区别对待制度，我

们应充分考虑每一个纳税主体是否已婚、夫妻双方是否都有

收入、是否赡养老人和孩子及其人数等情况，根据其每个人、

每个家庭实际情况的不同而适用不同的税率。在对家庭因素

进行调整时，我们采取自主申报制度，如果个体采取不申报

家庭为单位的纳税核算，将会对其进行个体核算，在自愿的基

础上体现了税收的公平。

4.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对工资因素的调整。近几年随着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个人工资水平不断增高。随着近年来工

资调整步伐的提速，如果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一直在原

地踏步，有损税收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我国在个人所得税费用

扣除标准的调整上应该与时俱进，构建一种与工资联动的机

制，使各省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上有更高的自主权，根据各省

工资不同的调整幅度，使费用扣除标准基本按照工资的变动

水平同比例调整。形成联动机制后调整能做到及时、准确，相

关部门就能省掉繁文缛节，不必再走各种繁琐程序，让工薪阶

层直接受益。

三、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的实施条件分析

1援 国家相关政策及法律的支持。实施个人所得税联动机

制，国家必须出台相关的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个人独立税

号制度。每个人会在税务系统中获取唯一的纳税账号，该号码

能够相互绑定形成家庭纳税群体。

征收管理应由源泉控制为主向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转

变，逐步建立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和稽查监控的配套

机制，并需要相关部门出台各种配套措施，如与银行、房产局、

社保局、公安等部门配合，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将纳税

人的财产、收入显性化，还可以使税务机关加强对各税种税源

的控制。可以将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实行

金融资产实名制，为税务机关查证、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

件。严格现金使用支付制度，缩小现金使用范围，在支付时要

求收款人提交纳税号，将现金支付相关信息报送税务部门。

因为现行的税制不符合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的要求，所

以我们要对其进行大的变革，如将现在的分类所得税制变为

综合所得税制，将以个体为单位征收为主逐渐向以家庭为单

位征收为主的转变等。

2援 软件及硬件设施的支持。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需要建

立在庞大的信息系统之上。现在的信息技术可以满足其技术

上的要求，但在硬件上我们需要更多的自动缴税机，纳税人可

以在自动缴税机上持自己的税卡或税号进行交税，自动缴税

机根据税卡持有人的相关信息，利用联动机制里面的算法流

程，计算出纳税人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并且将个人所

级数

1

2

3

4

5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2倍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4倍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6倍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8倍

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8倍以上

适用税率%

5

15

25

35

40

表 1 本文设定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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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税款从绑定的账户上直接转账至税务部门。

四、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系统的应用

根据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系统流程，信息处理核算系统

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识别、加工，按照表2的核算标准对个人

所得税应纳税额进行核算，并将处理结果传递至缴税系统，纳

税人凭借纳税卡或者纳税账号进行纳税。

例如：某市 2010年 CPI上涨 15%，工资平均上涨 6%，当

地月平均工资 1500元，最低生活水平 900元，某家庭丈夫月

工资 4000元，妻子工资 3500元，赡养两位老人，其中一位老

人月收入 1000元，另一位老人无收入。则该家庭应纳税额为

T=［（4 000+3 500+1 000-2伊900）/2-2 000伊（1+15%-6%）］伊

10%=458。

而如果一个家庭同样在该城市，夫妻收入都为 4 000元，

父母收入为 3 500元，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家庭因素调整下的

第一个公式，每个人都达到了纳税水平，其实跟个体纳税没有

区别，家庭因素调整主要是对承担赡养老人的那部分群体进

行了税收上的照顾，因需赡养老人增加家庭负担的肯定少纳

税，如果个体不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纳税申报，系统将默认按照

个体形式征收。

五、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的优点

1.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充分考虑了外界变动因素对个

人所得税的影响。如物价上涨以及工资水平的变动都会对个

人所承受的税负造成影响，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让费用扣除

标准基本按照 CPI上涨水平同比例调减，且按照工资的变动

水平同比例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抵减了变动因素带来的影响。

2.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税收，

减轻了人们的生活负担。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将我国目前的

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变为五级税率，拓宽了税率之间的差距，减

少了低收入者的税负。

3.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减少了地域收入差异带来的个

人所得税征收不均的现象。由于税率是根据当地平均月工资

来定的，所以就解决了地域之间收入差距所带来的税收不公

平现象。

4.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对因赡养老人增加家庭负担的

群体进行了税收上的照顾，减轻了部分人的家庭负担，体现了

税收的公平原则。家庭因素主要是对有家庭负担的群体进行

了照顾，如果个体不申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税务核算，系统就

默认按照个体形式征收，对于没有赡养父母压力的群体来说

是无差异的。

5.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提高了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

率。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是建立在现代信息网络系统之上

的，通过信息系统进行信息的采集与管理，减少了税务人员

的数量，如纳税人缴税通过缴税机来实现。且通过税卡或税

号与银行账号进行绑定来进行直接转账，

减少了现金的支付，而纳税人应纳税所得

额的审核是由信息核对系统来完成，这就

又避免了繁杂的税务机构，提高了征管的

效率。

6.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实现对偷税、漏税现象的规避。个人所

得税联动机制采用的是五级税率，拓宽了

税率之间的级距，这样就减少了原来九级

税率所带来的边际效应，且由原来的分类

所得税制转变为综合所得税制，减少了偷

税、漏税现象的产生。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采用的是系统进

行征收，通过系统进行个人所得税税额的计算与审核，并且

由指定的部门进行对个人信息的更改，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

还与信用系统进行挂钩，对纳税人进行信用评价，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避免了偷税、漏税现象的产生。

六、结束语

本文对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进行研究并建立了系统模

型，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所得税体

制和征管上的一些弊端，能够缓解我国目前地域差异、家庭

及收入因素所带来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实现了纵向

和横向的公平。

但是，本文所构建的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系统中在对影

响个人所得税的物价上涨因素及工资因素所建立的模块模

型过于简单，由于数据的限制不能够准确得出两者之间的变

动关系，系统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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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郭建川援CPI波动与个人所得税免征额的指数化调整援商

业时代袁2010曰21

8.杨虹援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看个人所得税改革援税务研究袁

2010曰3

9.尹旭袁万莎援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国际经验借鉴要要要基

于税收征管视角援财经政法资讯袁2009曰6

级数

1

2

3

4

5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2倍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4倍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6倍

不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的8倍

超过当地平均月工资8倍以上

适用
税率

5%

10%

20%

30%

40%

淤赡养老人平均收入超过最低生活水
平遥 T=Sn 辕 n遥 于赡养老人平均收入未超
过最低生活水平遥T=渊Sn+Sm-a鄢m冤 辕 n遥
注院T为纳税人应纳税收入曰Sn为达到纳
税水平人员的收入总和曰Sm为未达到纳
税水平人员的收入总和曰a为最低生活水
平曰n为达到纳税水平的人员数量曰m为
未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人员数量遥

费用扣
除标准
基本按
工资的
上涨水
平同比
例增长

费用扣
除标准
基本按
CPI上
涨水平
同比例
调减

物价上
涨因素
调整

地 域 因 素 调 整 家 庭 因 素 调 整
工资因
素调整

表 2 个人所得税联动机制针对各影响因素的调整

援 下旬窑39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