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制所得税与归集制所得税的比较研究

— 兼论我国的所得税一体化改革

沈 峰

内容提要
:
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如何相互配合 已成为现代所得税制设计的关健 问题

。

古典制 由于

重复征税会造成税负不 公
,

并影响公司的融资决策 ; 而 归集制可以减 少或消除重复征税
,

实现纵向公平
,

并保

持 对公司融资决策的中性影响
。

所以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考虑归集制均优 于古典制
。

我国适时进行所得税一

体化改革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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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关系

一
、

引 言

公司是重要 的社会经济实体
。

公司这种商业组

织形式的产生完全可 以和蒸汽机与电的发明相媲美

( G oo de
,

195 1 )
。

所以公司所得税很重要
,

它对社会的

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产生了深远影响
。

个人所得税

也很重要
,

它是现代社会公平收人分配
、

稳定经济运

行的高效的税收工具
。

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

相互配合
,

已成为现代所得税制设计的关键问题
。

它

的焦点就集 中在股息的税收处理方面
。

理论界对此

形成了三派观点
: ( l) 古典制

。

这种理论认为
,

公司是

完全独立于股东的社会经济实体
,

公司具有独立承

担公司所得税的资格和能力
。

股东分配得到的股息

也应承担个人所得税
。

( 2) 溯源制
。

这种理论认为
,

所

得税最终将落到作为自然人的股东身上
,

作为法人

的公 司仅起到
“

导管
”

作用
,

所有公司利润都会流经
“

导管
”

最终流人股东手中
。

因此
,

公司所得的税收处

理应等同于合伙所得的税收处理
,

公司环节不应征

收所得税
,

只有股东才需要对其应得的公司利润 (不

论分配与否 ) 缴纳个人所得税
。

( 3) 分配利润一体

化
。

这种理论实际上综合了古典制和溯源制两派观

点
,

既承认公司的独立地位
,

认为公司应缴纳所得

税
,

又承认公司税负会最终落到股东身上
,

因此主张

对公司分配的股息实行一体化税收处理
,

允许股东

以股息所含的公司税抵免股东应纳的股息收人 的个

人所得税
。

实践中所得税一体化又分为两种做法
: 一

是公司层次实行的股息扣除制或分离税率制 ; 二是

股东层次实行的归集抵免制或分类申报制
。

古典制

( 4 国 )

分配利润一体化

/ ( 2 0 1、 ) \
溯源制

( 0 1引)

公司层次
( 3 r习) \

}股息扣除制 1 }分辟税率制 ! !归集抵免制 } l分类申报制 {

( 3 国 ) ( 0 国 ) ( 9 国 ) ( 8 国 )

图 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关系及 OE C D 各国实施情况

这三派理论相比较
,

溯源制主张实行的
“

综合所

得税
”

由于操作过于复杂
,

迄今为止尚未被任何国家

所采用 ; 古典制由于存在股息重复征税问题
,

已逐渐

被发达 国家所摒弃
。

O E C D 20 多个国家中
,

仅有美国
、

荷兰
、

瑞士和卢森堡 4 国仍坚持实行古典制所得税
。

法

国
、

德国和意大利等 20 个国家均采用一体化所得税

制
。

其中
,

实行全部或部分归集制 (或称归集抵免制 )的

有法国
、

德国
、

意大利
、

芬兰
、

英国
、

爱尔兰
、

挪威
、

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等共 9 国
,

约占总数的 50 % (见上图 )
。

归

集制由于具有消除重复征税
、

减轻经济扭曲等优点
,

已

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
。

因此
,

我们选取归集制作为

一体化理论的代表
,

与古典制进行效率和公平两大

方面的比较
,

以此论证改革我国古典制所得税
,

实行

归集制所得税
,

促进所得税一体化建设的重大现实

意义
。

二
、

古典制与归集制的公平性比较

古典制认为公 司具有独立地位
,

股息应 承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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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双重税负
,

因此股东利用

公司形式投资的所得税负明显重于个体经营或合伙

投资的所得税负
。

这种税收歧视会影响投资者关于

投资组织形式的决策
。

而归集制允许股东用分配得

到的股息所含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其应纳的个人所得

税
,

这就极大地减轻了股息的税收负担
,

完全的归

集制甚至可以彻底消除股息的重复征税
,

实现各种

投资组织形式的公平的税收待遇
。

我们列表说明古

古典制与归集制的税负影响比较表

类类别别 古典制制 部分归集制制 完全归集制制

公公司环节节节节节

111 公司税前利润润 1 0000 1 0000 10 000

222 公司所得税 ( 30 % ))) 3OOO 3000 3 000

股股东环节节节节节

333 股息所得得 7 000 7 000 7OOO

444 归集公司税税 000 7 0 x 2 0 % ( 1一 2 0 % ) 二 17
.

555 7 0 x 30 % ( 1
一 3 0 % )

二
3000

555 归集后股息所得 ( 3 + 4))) 7 000 87
.

555 1 0 000

666 个人所得税率率 4 0 %%% 4 0 %%% 4 0%%%

777 个人所得税 ( 5
x

6 ))) 2 888 3 555 4 000

888 税收抵免 (4))) 000 17
.

555 3000

999 净所得税 ( 7 一 8))) 2 888 17
.

555 1 000

综综合税负负负负负

】】o 总税负 ( 2 + 9 ))) 5888 4 7
.

555 4 000

111 1有效税率 ( 10 / 1 ))) 5 8%%% 47
.

5 %%% 4 0 %%%

111 2 过度税负 ( ( 1 1 一 6 ) / 6 ))) 4 5%%% 18
.

75 %%% OOO

注
:

部分归集制允许抵免的公司税率设为 20 %
,

完全归集制允许抵免的公司税率为 30 %
。

典制和归集制对股息造成的不同的税负影响
。

由上表可知
,

同样 1 0 0 单位的税前利润
,

古典制

下股东最终要承担 58 单位的税负
,

而完全归集制下

股东仅需承担 40 单位税负 (这实际上就是个体经营

者或合伙人所应承担的税负 )
,

古典制下股东的过度

税负率达到 45 %
。

这里减轻股息重复征税的关键就

是提高归集抵免系数 。
,

e = 1 / ( 1 一 t ,

)
,

t 。 指允许归

集抵免的公司所得税率
。

完全归集制下允许归集抵

免的税率 t ,

等于实际的公司所得税率 t
。 ,

归集抵免

系数达到理论最大值
,

这就彻底消除了股息的重复

征税
。

股息仅需按股东适用 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

纳税
,

无需缴纳公司所得税
。

这样
,

股息所得与其他

投资所得就实现税收无差别待遇
,

投资者的投资组

织形式决策 (个体
、

合伙还是公司 ) 就不会受到税收

的干扰
。

古典制的不公平性还体现在它优惠富人股东而

歧视穷人股东
。

而归集制则真正按股东适用的个人

所得税边际税率征税
,

实现了税收的纵向公平
。

古典

制出于减轻股息重复征税 的考虑
,

通常特别规定股

息并不合并计人纳税人的综合所得
,

而是单独适用

较低的比例税率
。

这样如果股东适用的边际税率低

于股息税率
,

就会产生
“

过度税负
”

问题 ;相反
,

如果

股东适用的边际税率高于股息税率
,

就会产生
“

税负

不足
”

问题
。

富人股东适用的边际税率当然要高于穷

人股东适用边际税率
,

因此这种古典制下股息的比

例征税制度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穷人
。

归集制则与

综合性的个人所得税制紧密结合
,

严格按照股东适

用的边际税率征税
。

如果股东适用的边际税率高于

公司所得税率
,

那么归集抵免后应补交净个人所得

税 ; 而如果股东适用的边际税率低于公司所得税率
,

那么归集抵免税额超过个人所得税额的部分就可用

于抵免股东其他项 目的个人所得税款
,

甚至可 以获

得抵免退款
。

因此
,

归集制不仅在表面上消除了股息

比例税所产生的税负不公现象
,

而且在深层次上即

公司所得税层次实现了对不同股东的区别对待
,

真

正贯彻了税收的
“

纵向公平
”

原则
。

归集制这种公平

对待各种投资所得
、

贯彻
“

纵向公平
”

原则的优点
,

正

是古典制和分类申报制等其他所得税一体化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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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 比拟的
,

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纳

归集制的重要原因
。

三
、

古典制与归集制的效率比较

税收制度会不同程度地干预经济
,

导致经济效

率的损失
。

因此
,

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经济的扭曲
,

保持税收中性就成为所得税制设计的重要原则
。

我

们通过古典制与归集制的对 比论证
,

可以发现古典

制严重干扰了公司的融资决策
,

进而导致资源的低

效配置
。

而归集制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税收对

融资决策 的影响
,

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善
。

公司的融资方式分为三种
:
股票融资

、

债务融资

和保留利润融资
。

M M 定理 (M
o d ig l i a n i a n d M i ll e r ,

19 5 8) 证明
:
若不存在税收因素影响

,

公司的市场价

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
。

但是
,

如果政府征收公司所

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

并允许利息在税前扣除而股息

不得在税前扣除
,

那么公司增加债务融资
,

相应减少

股票融资就会增加公司的市场价值
。

我们设
: b

和 : d

分别为债权人税前收益率和股东税前收益率
,

t
。

为

公司所得税率
,

t b。

为利息 的个人所得税率
,

t d。

为股

息的个人所得税率
。

由于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
,

那么

债权人的税后收益率为
: b

( 1 一 lt,l
,

)
。

而股息不可 以在

税前扣除
,

股东的税后收益率为 ur( 1 一 t
c

) ( 1 一 t d p

) 0
。

假设两类投资者的税前收益率相 同
,

即 : b = r d ,

那么

债务融资优于股票融资的条件是 ( 1 一 t b p

卜 ( 1 一 t
c

)

( l 一 t d p

) e
。

若 t b 。 = td p ,

则仅需 ( z 一 t
。

) o < l
,

即 ( l 一 t
。

)

(< 1 一 tm )
。

古典制中
,

公司所得税得不到抵免
,
t。 二 0

,

因此上述不等式总是成立
。

这样
,

公司就会偏好于债

务融资而不愿利用股票融资
。

但是
,

如果实行归集

制
,

我们就可 以极大地缩小这两种融资方式 的税收

差异
。

尤其是完全归集制下
,
t 。 二 t

。 ,

那么就可实现债

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收益无差别
。

这样
,

归集制下公

司所得税对公司关于债务融资和股票融资的决策的

影响就呈中性
。

如果我们比较股票融资和保留利润融资两种融

资方式
,

我们可以论证古典制下公司将偏好保留利

润而非发行新股融资
。

我们可以计算出保留利润和

新股融资的资金成本
。

设 R
R。

为保留利润的资本成本 (也即要求的投

资收益率 )
,

p 为投资者所要求的贴现率
,

t 。 为个人

所得税率
。

如果现 阶段增加 l 单位保留利润投资
,

现

阶段股东的现金流量就为
一 ( 1 一 t p

) 0
。

未来阶段股

东可以获得的现金流量为 [ l + R
。。

( l 一 t
。

) ] ( l 一 t 。 )

8 / ( 1
+ p )

。

令净现金流量 N P v = 一
( l

一 t p

) 0 +
11 + R

o E

( l -

t
。

) 1 ( l 一 t p

) 0 / ( l + p )
= O

,

可以得到 R
R。 二 p / ( l 一 t

。

)
。

设 R
N ,

为新发股票的资本成本
,

如果现阶段增加

1 单位新发股票投资
,

那么现阶段股东的现金 流量

就为
一 l

。

注意
,

股票买卖不受所得税影响
。

未来阶段

股东可 以获得的现金流量为 [ l + R
RE

( 1 一 t
c

) ( l 一 t ,

)

0」/ ( 1 + p )
。

令净现金流量 N p v = 一 l + [ 1 + R N ,

( l 一 t
c

) (一
r p

) 0 1 / ( l + p ) = O
,

可以得到 R N ; = p / 【( l 一 t
c

) ( l 一 t ,

) 0」
。

古典制下
,

因为 t。 二 o
,

即 e = 1
,

1 一 t l 1<
,

所以

R
R。 < R 、 : ,

即保留利润资本成本总是低于新股融资

成本
。

但在归集制下
,

因为 t , > 0
,

即 0 > 1
,

所以 ( 1 -

t p

) 0 < > 1
。

只要增大 t m ,

并降低 t p ,

那么我们就可能

实现 ( l 一 t p

) e ) 1
,

这样 R
R E 〕 R N . ,

即我们通过适当安

排可以实现保留利润成本 与新股融资成本无差别
,

甚至可 以使新股融资成本低于保留利润成本
。

古典所得税制干扰公司融资决策
,

它对社会经

济产生极为重大的消极影响
:

( 1) 公司在得不到债务

融资的情况下
,

倾向于保留越来越多的利润
。

这就产

生所谓的资本
“

紧锁效应
”

( I
o e k 一 i n e

ffe
e t )

。

资本市

场得不到新鲜血液的注人
,

这就严重阻碍 了资本市

场的发展
。

考贝特和杰克逊 ( e
o r b e t t a n d J e n k s i o n ,

19 9 7 ) 对美
、

日
、

德等国的经验研究也证明
,

在 1970
-

19 9 4 年间
,

这些国家的公司平均 70
一
90 % 的融资来源

于保留利润
,

10 一 3 0% 来源于债务
,

很少来源于新发股

票
。

( 2) 成熟公司利用保留利润投资的收益率明显低

于新股投资的收益率
,

很多 良好的投资机会被 白白

浪费
,

这使得资源出现低效配置
。

( 3) 融资方式的税

收歧视提高了市场准人的门坎
,

限制新兴企业与成

熟企业之间的竞争
。

因为成熟企业可以方便地利用

保留利润融资甚至债务融资
,

而新兴企业没有足够

的保留利润
,

因而必须依赖新发股票融资
。

税收歧视

新发股票融资
,

也就造成了新老企业之间不公平竞

争
。

竞争是效率的源泉
,

新兴企业是创新发展的主

力
,

限制竞争
、

歧视新兴企业也就从根本上遏制经济

效率的提高
。

相比之下
,

归集制通过归集抵免公司所

得税的方法
,

消除公司所得税对融资决策的消极影

响
,

形成各种融资方式的税收无差别待遇
,

因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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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竞争
、

优化资源配置
,

最终提高经济效率
。

四
、

我国所得税一体化改革的现实意义

我国实行的是古典制所得税
,

股息存在重复征

税
,

这已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我们

在进行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
、

改革分类个人所得

税制为综合个人所得税制的基础上
,

应积极开展所

得税一体化改革
。

鉴于我国经济结构的特点和财政

收人的需要
,

我们主张分步改革
,

首先实行部分归集

制
,

然后逐步过渡到完全归集制
。

所得税一体化改革

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1
.

公平收人分配
。

所得税的重要职能就是调节

收人分配
,

消除分配不公
、

提高社会公平水准是我国

所得税改革的重要 目标
。

实行归集制
,

股息的重复征税

程度就可相应减轻 ; 另外
,

配合以综合性的个人所得税

制
,

我们就可实现按股东边际税率征税的目标
,

这样
,

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就在所得税制中得到很好体现
,

所得税真正发挥了公平各阶层收人分配的作用
。

2
.

提高税收中性程度
。

归集制较少影响或不影响

公司的融资决策
,

减少了公司所得税对经济的扭曲
。

股

息联合税负的降低
,

将增加投资者股票投资的意愿 ;而

公司也将积极开展股票融资
,

这将促进股市的蓬勃发

展
。

另外
,

新兴企业与成熟企业将展开充分竞争
,

促进

科研与创新
,

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
。

3
.

促进宏观经济增长
。

所得税一体化改革意味

着短期内较大规模的减税行动
。

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长

乏力
,

公共投资规模过大而效益不佳情况下
,

减税为经

济增长另辟蹊径
。

减税势必会有力地刺激投资和消费
,

从而促进 G D P 短期甚至长期的增长
,

最终也有利于税

收收人的增长
。

台湾 1 9 9 8 年改革古典制
,

实行完全归

集制
,

共减税约 31 5 亿新台币
,

实践证明对刺激其

19 9 8 一
20 00 年间的短期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

4
.

简化税制
,

降低税收成本
。

古典制为鼓励投

资
,

实施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
,

如新办企业的定期

定率减免税
、

地区优惠
、

再投资退税和投资抵免等
,

这

使得税制变得极为复杂
,

既增加了税务部门的管理成

本
,

又增加了纳税人的服从成本
,

还形成了许多税收漏

洞
。

实行归集制
,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消各种普遍性和

特殊性的税收优惠措施
,

构建简化明确的税制
,

促进纳

税人自觉遵从税法
,

并提高税务部门的征管效率
。

5
.

更好地协调 国际税收关系
。

减轻投资税负
,

鼓励跨国投资已成为国际税收发展的重要趋势
。

越

来越多 的 国家开始加人到所得税一体化的行列中

来
。

我国改革古典制
,

实行归集制
,

并积极同相关国

家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
,

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减轻境外来华投资的税收负担
,

积极吸引外商

投资 ;又可 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

鼓励它们

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

壮大对外投资规模
。

五
、

结束语

所得税一体化是世界所得税制改革的主流趋

势
。

归集制具有古典制无法 比拟的减轻或消除重复

征税
、

创造公平税收环境和保持税收对融资决策的

中性
、

合理配置资源等优势
,

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

采纳
。

我国在全面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基础上应积极着手实施所得税一体化改革
。

这将

对我国公平收人分配
、

合理配置资源
、

稳定和促进宏

观经济增长等方面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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