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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的税收制度已向规范

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与国际惯例仍然存在着一些

差异。必须把企业所得税与国际比较,找出我国现行

企业所得税的特点,从而制定出我国企业所得税今后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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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规范、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是完善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最终目的。我国统一内资

企业所得税后,已向税制规范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

仍然与国际惯例存在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一些是与

我国现阶段经济状况相适应的 ,而另一些则反映出我

国税收制度中还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笔者试图通

过企业所得税的国际比较,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的特点及今后的发展方向谈些看

法。

一、重复征税问题的比较

这里讲的重复征税是指公司所得税中的股息重复

征税。即在对公司征收所得税后,公司将税后利润以

股息形式分配给股东,股东取得的这部分股息又需再

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对来自于同一税源基础的利润

重复课税,是不符合税收的中性、公正原则的。国际上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一直存在着分歧,目前各国根据本

国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处理方法,由此形成了不同的

公司税制。

第一种是传统制( classic system)。即公司真正地被

当作区别于公司股东的经济实体,政府不对所谓的重

复课税进行调整,对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分别课

税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采用传统制的国家主要有美

国、荷兰、瑞士、卢森堡等国。

第二种是分率制( split system)。即将公司应税所得

划分为两个部分,作为股息分配的那部分利润适用低

税率,剩余的未分配利润则适用高税率。德国、日本等

国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第三种是归属制 ( imputation system)。即将公司取

得的利润和股东获得的股息看成是同一所得,在承认

对公司独立征税的前提下, 为了缓和同一笔所得的重

复征税,当对股息再次征税时,将已征的部分税款归属

于股东,给予抵免的照顾。目前, 法国、英国、芬兰、挪

威等许多发达国家采用归属制。

我国采用的是传统制,就目前来讲,这种税制可对

个人收入偏高造成贫富悬殊现象起到缓解作用,但从

长远来看,会影响个人投资的积极性, 不利于资本积

累,且容易导致公司利用借款增资,因为借款的利息可

以扣除,而利用增股形式支付的股息要交纳两次税收。

随着未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投资能力的

增强,可考虑选择对个人减轻经济上双重课税的方法。

二、课税对象的比较

各国对纳税人的确认规则有所不同: 美国采用公

司登记注册地标准;英国以实际管理机构或管理控制

中心为判定标准;荷兰同时采用注册地与经营管理地

两种标准。但各国一般都只赋予股份公司及有限公司

以独立的法人资格,而独资和合伙企业则不具有独立

的法人资格。政府只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等法

人组织征收公司所得税,而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独

资和合伙企业则不以企业名义交纳所得税,而是由业

主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连同来自其他方面的所得一

起申报交纳个人所得税。在我国是以独立核算的企业

或组织为纳税人的,即征收对象是所有企业,而不论其

是否具有法人资格。所以即便是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独资和合伙企业所取得的企业利润也要归入企业所

得税的征收范围中。但这会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一个

企业法人可以派生出多个独立核算机构,因而容易引

起管理上的混乱。目前国有企业实现转机的普遍做法

是主辅分离, 按专业分工和产权关系组建若干个子公

司或分公司。按现行税法,该集团公司及分、子公司都

构成纳税人,由于各成员之间盈亏不均衡,集团公司与

分、子公司之间互相转移利润容易造成税源的流失。

第二,独资和合伙企业对外要负无限责任,而在纳税问

题上,它们却要和股份及有限公司一样,不但要就企业

利润交纳企业所得税,还要就企业分得的利润及其它

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显然这会造成不平等竞争,不利

于私营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发展。因此,在未来我国应

考虑将独资及合伙企业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

中,将独立核算企业或组织由法人实体取而代之,以法

人作为纳税单位。

三、税率的比较

各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结构分为两类,一是比例

税率,如法国的税率为 34%、澳大利亚为 39%、波兰为

40%、新西兰为 33%、新加坡为 31%。二是累进税率。

实行累进税率的国家虽然在级距、税率档次的设计上

不相一致,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如瑞

士联邦所得税采用十一级超额累进税率,巴拿马和沙

特阿拉伯采用四级累进税率。而美国的做法是在三级

超额累进税率基础上,规定超过 335 000美元的应税所

得全部统一适用 34%的比例税率。这套税率对小型企

业比较公平,对大型企业发挥税收效率有作用,但不足

之处是计算比较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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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采用全额累进办法, 即年应

纳税所得额在 3万元以下(含)的税率为 18%, 3万元以

上至 10万元以内(含)的税率为 27%,在 10万元以上的

为 33%,应纳税所得额在分界点的负担差别过大。如

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10万元的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10。1万元的企业之间应纳税额相差达 0. 633万元,远

远超过所得额之间的差额 0. 1 万元。不仅不符合公平

原则的要求,而且客观上还留有为纳税人可资利用的

避税漏洞。为克服全额累进税率的不足,笔者认为可

借鉴超额累进税率的做法, (见表 1)。

表 1   超额累进税率表

年应纳税所得额(元) 税率 速算扣除数

0- 3万(含) 18% 0

3万- 10万(含) 27% 0. 27万

10万元以上 33% 0. 87万

  四、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
各国普遍注重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 但一般极

少或根本不使用减免税,而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方法:一

是资本利得优惠法。如美国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可以按

照资本持有期限的长短分别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二

是对投资的优惠,如法国鼓励公司留存利润用于生产

二征低税。加拿大则对于特定用途的投资额可以以公

司每年上缴的公司所得税的 75%为限申请抵免。三是

加速折旧法。目前大多数的国家都采用加速折旧法来

鼓励资本投资, 加快固定资本更新, 促进企业技术进

步。另外,各国所得优惠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淡化区

域优惠,突出行业优惠:通常在资源开发与折耗上给予

各种税收优惠。

相比之下,我国企业所得税优惠突出在区域优惠

上,尤其在经济特区、浦东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上,造

成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而且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

行两套税制,优惠目标不够明确,政策界限不清,内容

繁杂,操作弹性大,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存在严重

的税负不公平现象。

对此笔者建议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以产业政

策为主、以区域性政策为辅的原则完善我国的企业所

得税。取消一直沿用的全面优惠的涉外税收优惠方

法,不再区分内资、外资企业。同时, 按国家产业政策

的要求对投资数额大、投资回收期限长的能源、交通、

通讯、农业等基础设施项目,一些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

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产品出口企业等给予不同的税

收优惠。在设立经济特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的同

时,还要对本国境内落后地区实行税收优惠,主要向

/老少边穷0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鼓励扶植这些地

区的经济发展。不应只着重于直接优惠,而应扩大间

接优惠。例如,用于科研与开发新技术项目以及节约

能源、优化产业结构的机器、设备,均可以采取加速折

旧法。此外,也可以利用投资抵免、再投资退税等有效

的间接优惠方式。

五、资本利得的比较

对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世界各国的做法大不相

同。在英国,一定比例的资本利得要计入应税收益,在

荷兰、德国、日本资本利得要全部进入应税收益,在美

国和法国,短期(美国为一年,法国为两年)资本利得归

入应税收益全额纳税,而长期资本利得则可按较低的

税率纳税。归纳起来,国际上对资本利得的税务处理

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将资本利得不做任何处理,全部

并入应税收益中,按公司所得税税率进行征收;二是将

资本利得部分或全部从应税收益中扣除,扣除部分按

较低税率进行征税,即对资本利得采取优惠的税收政

策。这样做,一是考虑到作为一种收益,资本利得的实

现往往需要较长时间,而这种收益本身也包含了通货

膨胀的作用因素,不能完全看作是一种真实的收益;二

是资本利得可能是若干年累积形成的,在实现的当年

一次性征税显然会使税率偏高, 从而引起税负不公。

三是因为对资本利得课税采取优惠政策,可以促进资

本的自由流动,活跃资本市场, 鼓励投资, 特别是风险

投资,进而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国对资本利得的处理属于前者。之所以不将资

本利得从其它所得额中分离出来, 是与我国的现实国

情分不开的。我国现阶段正处于财税改革初期,税务

及会计核算水平都不高,且现阶段市场也不健全,无法

为资本资产制度的调整提供系统的通货膨胀指数。不

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完善, 以后我国可

适当对资本利得采取优惠政策。

六、资本弱化的比较

资本弱化指资产与负债达到一定比例。各国规定

的比例不一样。负债过大,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不良

影响,也可能使一些关联公司借此增大利息支出,转移

利润,合法避税。因此, 西方国家的税法规定,负债与

资产比例超过限度为资本弱化, 超过部分利息不得在

税前列支,如荷兰规定为 6: 1,德国是 7: 1,大多数国家

是 3: 1。规定资本弱化比例的好处是可以迅速判断利

息支出的合理性和是否可以列支。我国所得税尚未考

虑此因素。鉴于我国目前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中呆帐、

坏帐比例日益增多,资本的恶性循环对经济、社会造成

了不良影响。我国在今后可以借鉴国外资本弱化的规

定,对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得在税前列支。

企业所得税的国际比较是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虽

然这个税种的性质在各国都是相同的,但期间的差距

仍然很大。本文涉及了企业所得税的若干问题,但有

些方面如应税收益的确定、亏损接转、存货计价、境外

所得抵免规定等问题,均未有论述。相信随着我国经

济的发展、市场的规范、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企业

所得税收制度也会不断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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