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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me distribution is not only an economic problem, but also a social 

problem. Both efficient and fair; As an important control means of income 

distribution, tax policy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ol for governments to control 

income distribution. It is a serious and worth exploring how to give play to the 

regulating role of tax and make the income gap socially acceptable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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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要求有效率，又要求公平；

作为收入分配的重要调控手段，税收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调控收入分配的重要

工具，如何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把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较合理的范围内为社

会所接受，是一个严峻并值得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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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1.1  居民收入总体差距逐年扩大

居民收入差距分为绝对收入差距和相对收入差距。绝对收入差距是衡量居民

收入绝对值的差异，结果一目了然；而相对收入差距则以一定的指标为基数相比

得来，以百分比或倍数来表示则更能体现相互之间的对比关系。基尼系数是国际

通行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并超过了 0.4，超过了 0.4 

的国际贫富差警戒线，均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1.2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成为

贫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2004、2005、2006 年我国农民人均纯

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6.8%、6.2%、 7.4%，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05 年仍

然达到 3.22 ∶ l，2006 年达到 3.28 ∶ 1。城乡差距不仅表现为绝对差距的扩大，

更表现为速度差距，1998 年之后，一直是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快于农

村居民，这种状况至今未改变。

1.3  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地区之间由于历史、地理等条件的原因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直接影响到

各地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距

尤为明显。2005 年，西部地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占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

口的比重为 50.8%，西部地区农村低收入人口占全国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比重为 

52.1%，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2  我国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现状与缺陷

2.1  遗产税和赠与税缺失

随着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增加不仅表现为资金流量增加上，也体现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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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增加上。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征收对于防止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缓解收入

分配不公，杜绝不劳而获具有积极意义，是对收入分配调节的有利补充。

2.2  个人所得税的缺陷

由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还很不完善，其调控功能受到一定限制。个人所

得税的征收采用源泉扣缴办法，而此种办法只管住了那些代扣代缴规范的工资

收入，即只管住了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却管不住高收入的个人。我国目前实行

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征收方法。自行申报制度方面，税务部门无法获得个

人收入、财产的真实信息；代扣代缴方面，在实践中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

加以制约和保障，许多扣缴义务人没有严格执行扣缴义务。

2.3  消费税的缺陷

现行消费税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作用相对微弱。首先从消费税征收范围

来看，新近出现的一些奢侈品却未纳入征收范围，而且消费税只对消费品课税，

而不对消费行为课税，使某些已属奢侈消费的消费行为得不到应有的调节。其

次从消费税征收环节看，消费税一般在生产环节征收，只有金银首饰、钻石及

钻石饰品在零售环节征税。

3  优化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的政策建议

通过建立一种多税种协调配合，功能搭配合理，覆盖个人收入运动全过程

的调控体系，实现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全面、有效的调节。个人所得税直接

课征于个人货币收入，是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最主要、最关键的税种，因此，

在税收调控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消费税、财产税与个人所得税相配套，能有

效弥补个人所得税的局限与不足，是税收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两翼。

我国个人所得税应与目前税收征管水平相适应，实行综合分类的混合所得

税制并合理确定税率结构。我国应继续实行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

税率结构。

对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进行适当的调整：将原先未列入的高档消费品纳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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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范围；另外一些新型高消费行为也纳入征收范围，在消费行为发生时缴纳消

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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