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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要意义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税收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国
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我国的税收工作历经 40 余年的发
展，其体制日渐趋于成熟，通过对不同领域征收不同的税目，
通过相关政府参与社会分配，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从
而达到合理地调整社会经济结构 [5]。从最初向各大企业征收的
流转税、获得企业收益的所得税、纳税人某种特定行为的行为税，
涵盖了社会上的不同领域。其中，个人所得税对于调节个人所
得与社会收入起着重要的作用。据相关调查显示，2019 年，我
国个人所得税纳税额相较于上一年增长 54.5%，整体呈现了逐
年递增的发展趋势，这也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社会收入可观 [6]。

我国的税收工作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了社会
消费水平、社会形势。在当前的形势下，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
遭受了严峻的考验，这也无疑为我国的税收工作一记重锤，为
了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税收部门必须及时做出调整，从
而使社会个体的收入趋于平衡状态。

3、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于社会分配的影响

3.1 全面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要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就要充分考量当前的社会形

势，不断地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进行调整。提高财政收入，首要
任务就是要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 [7]。就当前我国社会发展
的形势来看，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形势，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也
处于一种动态的形势。我国在最初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进行调整
时，将征税标准初步定在 3% 左右，而随着社会收入的不断增
加，税收收入增长的幅度也在逐步攀升，但是差强人意。之后，
全国各地议员开展了两次专题会议，重点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
分辨将税率调整为 10%、20%，调整的幅度实现了跨越式的增
加。通过前后两次整改可以看出，我国税收工作的改革主要服
务于缩短贫富差距，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天秤倾向中低收入人群。
虽然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幅度较大，相较于我国这个偌大的经
济体系而言，仍然只是九牛一毛，起到的效果也只是杯水车薪。
只有狠抓个人所得税改革的重点工作，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最终实现收入与分配的公平。
3.2 降低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
相较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财政收入还存在较大的上

升空间，纵观我国的社会形势，仍然是高收入人群占少数、低
收入人群占多数，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如果我国的贫富差距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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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在京召开，在此次
会议中，所有议员针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进行讨论，并对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进行第七次修订，本次整改的重点紧紧
围绕着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工作开展，其中包括了对员工部分劳
动性收入实施税收、优化并调整原有的税率结构等税收条款。
此次会议的召开，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也为企业薪酬的合理分配提供了重要的驱动力。

1、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发展之路

1980 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税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我国的税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法律
依据。而在此后几年，我国不断地对该部法律进行调整，尤其
是薪酬所得税的免征标准不断地提升，从最初的 800 元，逐步
调整为 3500 元 [1]。2011 年，我国再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法》进行调整，此次人们将目光转向了个人所得税，自此以
后便实施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最初设为 9 档，同薪酬所得税
一样，在经过几次调整后，个人所得税纳税的税率也逐步改为
7 档。此次个人所得税的整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低收入人群
的经济负担 [2]。

在收入分配不均的宏观背景下，贫富差距带动了个人收入
差距逐渐拉开。在这样的形势下，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对于低收
入人群而言似乎不公平，因为在高收入人群中，其个人所得税
的征收仅占比 20%，其余 80% 的个人所得税均来源于中低收入
人群。所以，为了逐步缩小高低收入的差距，实施个人所得税
改革刻不容缓。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道路异常艰难，
需要解决重重的阻碍。首当其冲就是如何利用免征扣除标准来
均衡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而不同分类征税与统一综合性
的征税似乎也是区别对待。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莫过于高收入人
群与中低收入人群之间赋税，争取让高收入人群多税负，低收
入人群少税负，以逐渐缩小贫富差距，进而解决税收的不公平
问题 [3]。值得深思的是，我国不断地对税收法进行调整，但始
终未能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纵观我国税收的改革之路，每次
调整的聚焦点莫过于税率、免征税收标准两方面，似乎与解决
贫富差距背道而驰。

总结我国的税收改革之路，明确了缩小贫富差距并不只是
单纯地依靠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来实现的，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从高收入者多税负、低收入者少税负入手，足以说明了我国缩
小贫富差距的决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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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断的增大，最后只会导致我国社会供需不平衡 [8]。为了充
分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首先要在增加中低收
入人群收入的基础上，促进社会消费水平的同步上升，保证社
会经济的平稳发展。现如今，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不断地增强，
各种商品的流日益顺畅，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我国社会通货膨
胀的乱象。为了有效地缓解通货膨胀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的压力，
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了最佳的解决途径。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
步伐不断的加快，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与税率也实现了动态的
调整，这也有利于我国税收体系的完善，在保证社会经济发展
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税收支出。
3.3 逐步实现人性化税收
在我国的税收工作中，个人所得税同其他税目一样，是一

个复杂的过程。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结构的不断增加，对其实施
征税的税目也日益繁多，而在对个人收入实施征税时，也要针
对不同的组成部分进行不同税率的征税。众所周知，我国的个
人收入包含了基本工资、额外提成以及劳务费用三部分，而针
对这三部分实行税收，其税率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我国社会
福利不断完善的今天，人们的收入中也涵盖了养老保险、人身
保险等五险一金等部分，这部分的支出是必需的，这对于一些
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无疑是一项不菲的支出，从而增加了中低
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

与此同时，我国近年来新兴的房贷、车贷等项目的贷款，
银行贷款已经充斥着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这对于个人征信较
好的用户而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缓解了生活压力，同时也为
一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旦逾期不还，就会造成银行
的经济负担，而银行转而将这种负担抛给社会，造成社会的压力。
种种的乱象，揭示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根本原因所在。所以在
个人所得税改革过程中，税收部门摒弃了传统、没有必要的税目，
并将大量的税目进行合并，有效地区别了公民必要的支出与无
关紧要的支出，在减少中低收入人群税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正向发展。

4、合理规划薪酬分配的途径

4.1 将薪酬的福利待遇转化为免费福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的相关规定，企业发放给

个人的薪酬需缴纳一定数额的个人所得税，包括企业给予个人

的交通补贴、住房补贴、节假日补贴等各项福利，这也造成了
员工个人收入的不公平，认为自己所享有的任何福利都是劳动
所得。为了从根本上消除企业员工的这种思想观念，企业可以
将员工本该享受的部分纳税后的福利转化为员工免费享受的福
利，因为企业所给予的免费福利是免收个人所得税的，这样可
以从根本上消除因为税收造成的低薪酬现象。比如将给予员工
的住房补贴、饭补转化为供食宿，这样可以节省员工的部分开支，
同时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员工的高收入。
4.2 均衡发放薪酬
企业应一改传统的薪酬发放模式，绩效薪酬，实行底薪、提成、

绩效等多种类的薪酬发放制度，这种传统的薪酬体系会造成不
同员工之间薪酬数额的巨幅波动。为了减少员工之间薪酬的距
离，在实施传统薪酬制度的前提下，以年终奖取代传统的月度、
季度奖金，将员工之间薪酬的差异转化为年终奖励的形式，可
以极大程度地减少员工薪酬的距离。
4.3 以高福利代替高薪酬
我国现有的分配制度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

存的方式，这种按劳分配，通俗讲就是多劳多得，这对于企业
的核心员工而言，只要多劳动，就会轻易实现高薪。但是在税
收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月薪过万、月薪十万的高收入群体，
其薪酬的一半都会作为税负。据悉，月薪高达 8 万元，其税率
高达 45%。为了有效地缓解这种收入不公平的现象，企业可以
通过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免费福利来代替高薪，抵扣薪酬的一小
部分，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免费福利，比如带薪休假、免费保险、
五险一金、免费体检等，在提升员工满意度的同时，也有效地
降低了个人的税负。

5、结语

个人所得税改革事关民生，通过对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
有效的均衡了个人收入与社会经济，同时也是保障社会稳定发
展的重要措施。本文首先详细介绍了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发
展之路，明确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历程，其次阐述了个人
所得税改革的重要意义，之后从全面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降低了中低收入人群的经济负担、逐步实现人性化税收三方面
分析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于社会分配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合理
规划薪酬分配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