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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财眼透视

税改触动谁的神经？
本报记者 刘红杰

民众“税意”在觉醒

今后的税改要更多地给老
百姓交代，尤其是涉及老百姓切
身利益的税改。中国民众“税意”
的觉醒预示着未来中国财税改
革博弈成本将提高。

李欣在省城一家效益不错
的单位工作，月收入6000元左
右，惹得不少人羡慕。但在个税问
题上，李欣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
平的对待。“同样是月收入6000
元，两个三口之家，但我和同事的
生活水平明显不一样。我公婆是
农村的，我和老公要养着公婆、女
儿三个人，他们三个是完全没有
收入的，每月还要还2400元房贷。
我同事的父母都有退休金，家里
两套房，无房贷。我们的家庭收入
明显低于同事，但和她交一样的
税。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来计征个
税，我觉得更公允些。”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
主任、财政税收教研室主任李齐
云举了一个更典型的例子。“同
样是三口之家，一个家庭只有一
人有工作，月收入4500元，需要
缴个税；而另一个家庭三口都有
工作，每人月工资3500元，不用
纳税，这显然有失公平，以家庭
为单位征税更为合理。”

如何征个税才能更公平，李
欣点着笔想了想，“至少应该把
抚养费、赡养费等扣除。”

李欣的工作和“税”毫不沾
边，以前，她认为只有企业老板
才关心税，现在，税改的每一个小
环节都牵动了她的神经。“我虽然
不清楚具体交多少税，但普通老
百姓的涉税账单也不可小觑。”

省城注册会计师孙先生这
样评价普通老百姓与税的关系。

“只要老百姓买东西，就要为间
接税买单。”“大家熟知的买车
要交车购税，每年还要交车船使

用税，加油要付燃油税，个人收
入要交个税，这些都是直接交
的，更多的税是间接税，虽然不
是消费者直接支付的，实际上最
后承担的还是消费者。”

像李欣一样关注税收的人
越来越多，无怪乎专家称，中国
民众“税意”的觉醒正表现得越
来越明显。“以往只要国务院通
过，财政部、国税总局等相关部
门协商，下发一纸公文就能搞定
的税改，以后恐怕就不行了。”财
政部财科所财税专家孙钢称。

税改会越改越多？

税改纠结的是整个改革中
公平如何实现的问题，好的税改
要坚持惠民原则，坚持效率与公平
不可或缺。如果不能突破既得利益
阶层的阻力，就难有寸进之功。

中国的税改牵动着各方神
经，有人担心：税改会越改税种
越多，税负越重。对此，有专家表
示，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
确提出，2012年要进行“结构性
减税”，如个税调整、小微企业减
税以及降低部分产品的关税等，
但房产税改革、环境税开征等，
方向都剑指结构性加税。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
院长刘桓表示，虽然2011年已拉
开减税大幕，但税改力度不够，
2011年税收增长是GDP增长的
近3倍。因此，“十二五”期间，大
家不要对“大减税”有过高的期
望，要量力而行，不能重蹈欧洲

“高税收高福利”的陷阱。
刘桓认为，所谓“结构性减

税”，就是有增有减，减的是整体
负担，增的是品种和数量。我国
资源环境和财产方面的税制设
计最薄弱，今后环境税、碳税以
及房产税都会推出。

“一方面，居民需要政府公
共开支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要

求税收越来越少，但政府不能靠
印钞票来维系公共开支，因此，
我不太主张笼统谈减税，应考虑
财政的整体布局。”

刘桓提倡，与居民直接相关
的消费品，尤其生活必需品的税
率要下调。个税的起征点可以和
CPI挂钩，应有地区差别，还应按
家庭人均赡养系数扣除，和百姓
的必要开支有关系的，比如买
房、教育都要按必要性扣除。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
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目前推
行的结构性减税思路很对，但力
度还不够。“目前的措施多数还
维持在百亿、十亿水平，未来应提
高到千亿水平才行。减税的重点可
以放在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负担
上，这部分人户数多，但缴税总量
较小，未来减税空间还很大。”

温家宝总理也曾言：“一个
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
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
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
公平正义。”为此，温总理提出将
减税作为“今年给老百姓办的第
一件实事”。

无怪乎有业内人士提倡在
中国征收“梁稳根税”。该人士介
绍说，“‘将你从政府那里得来的
还给政府’，这是美国富豪巴菲
特呼吁美国政府对富人们加收

‘巴菲特税’，我觉得中国也应征
收‘梁稳根税’。2009年，美国最
富裕的10%家庭承担了70%以上
的个税缴纳义务。同年，中国工
薪族缴税占个税总收入的50%，
与此相反，中国富豪数量位居全
球第二，并超美国成世界第二大
奢侈品消费国，这不利于社会公
平。”

税改不止是减税

因此，税收的“痛苦指数”，
关键不在于“指数”，在于“痛
苦”：税收很高不一定痛苦，税收

低不一定不痛苦。

为了让孩子上一个理想的
小学，市民王女士已经请了三拨
人吃饭，“平时再怎么牛的人，碰
到孩子上学的问题也得装孙子，
优质教育资源这么少，只能削尖
脑袋发挥各种条件往好学校里
挤。国家收那么多税，怎么不多
办几所好学校！”

王女士的话反映了很多纳
税人的心声。看病贵、养老没保
证、失业后生活无着落、教育费
用高，这些财政负责的问题，在
中国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这让很
多纳税人觉得国家税收没用在
刀刃上。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税收
就是人民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
交给国家，以便他安全快乐地享
有剩余的财产。”

财税专家安体富认为，如果
政府能为纳税人提供充足且高
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征
收较高的税收，纳税人仍然不会
感到税负重，北欧高福利国家的
情况就是如此。反之，如果政府
在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住房保
障等民生财政方面投入不足，纳
税人就会觉得税负重。正是政府
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宏
观税负水平的不对称，才使得纳
税人产生税收负担偏重的感觉。

不少专家指出，还富于民不
能拘泥于减税二字，也需要完善
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等问题。

社会学家梁发芾曾尖锐地
指出，由政府主导的税制改革难
以遏制其增收冲动。如果地方政
府增税的愿望落实，则民众税负
无疑会加重。新华社也曾报道
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一
个极限，调节分配格局需要双管
齐下，一是通过税收的调节功
能，“抽肥补瘦”，在居民之间进
行调节；二是要调节政府与居民
的收入分配格局，还利于民。

济南市民李欣最

近一直在关注以家庭

为 单 位 征 个 税 的 问

题，如果这个政策能

早日实现，李欣可以

比同事少纳不少税，

因为她的家庭负担太

重了。从“馒头税”、

“月饼税”，到个税起

征点提高，李欣发现，

税 收 离 自 己 并 不 遥

远，用她的话说，“税

收 不 仅 仅 是 企 业 的

事，和草民也息息相

关。”李欣希望，中国

的税改能多多让利于

民，减负于民。

今年全国“两会”

后，税制改革中的结

构性减税中，个税按

照家庭为单位进行征

收广受关注。日前，中

央政府有关部门已准

备启动全国地方税务

系统个人信息联网工

作，为“按家庭征收个

人所得税”改革做好

技术准备。

税改属于二次分配改革，要
抽肥补瘦，瘦的自然愿意，肥的
可是百般不情愿，阻力重重。

刘桓认为，税改面临体制上
的障碍，首要的是中央和地方的
关系。随着增值税扩围，地方权
力会进一步缩小，这是税改不可
绕开的障碍。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日前表
示，我国税收制度已基本形成了
一个以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
为主体的流转税，和以个人所得

税、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
两大块构成的税制体系。鉴于当
前我国流转环节的税收占比偏
大，所得税对应的直接税占比相
对偏小，下一步税收制度改革的
方向就是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

2012年，我国将适当扩大房
产税试点范围，下一个试点城市
将是哪里引人瞩目。上海成为首
个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效果
如何？改革如何深入？资源税改
革是否扩大到煤炭？环境税如何

酝酿？城建税改革如何推进？一
个个问题悬而未决。但每一个改
革，都注定是鲨鱼之间的博弈。

就拿眼下炒得火热的“以家
庭征税”，改革尚未进行，质疑声
已成一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
融系主任、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
理事安体富就提出：“能按家庭
来征税固然很好，但当前并不具
备操作可能性，不仅仅是技术层
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管理上很多
问题都没有解决。”安体富分析，

在技术上首先要解决三个难题：
第一是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性
非常大，有可能夫妻双方在不同
的城市工作，又比如夫妻双方正
在闹离婚，那么家庭个税由谁来
申报？第二是老人家庭如果有多
个儿女，那么这对老人夫妇就可
以减免税负，但该算谁的？第三，
中国人的隐性收入缺乏监督，信
息无法全部联网，如银行、公安
部门和税务机关的联网，要如何
才能做到信息透明？

房产税在哪继续试点？以家庭征税如何破技术难题？

税改悬念有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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