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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列联表分析和 χ2 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在不同纳税人群的异向结

果。基于问卷调查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行业差异，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职位层级

无差异，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税款计算方法知晓程度无差异，不同行业纳税人群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评价

差异，不同职位层级纳税人群对劳动所得是否征税的态度差异等实证结果。结合行为学、心理学的税收思考，

提出应对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的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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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 一) 税务机关亟需针对不同的纳税人群提供差异化的纳税服务

个人所得税是国家对本国公民、居住在本国境内的个人的所得和境外个人来源于本国的

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截止 2014 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 6. 19 % ①，已成为

主体税种之一。征税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 11 个项目。我国个

人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收方式，注重源泉扣缴。但是，整体纳税遵从度

还有待提高，未能足额扣缴、申报个人所得税的现象还较普遍。就全国而言，个人所得税扣缴

申报的质量仍有待提升，截止 2014 年全国全员全额明细申报率仍低于 70%。以厦门市为例，

2014 年全市经过纳税评估补缴的个人所得约 3800 万元，经过税务检查、税务稽查补缴的个人

所得税约 1200 万元，两项合计约占全年征缴入库的个人所得税的近 1% ②。这些现象说明，税

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存在管理冲突。从概念上讲，“冲突”是指发生在同一空间两个或两个以

上事物的互相对抗的过程。可以分为意识冲突和物质冲突两种类型。表现在税收管理过程中

征纳双方之间的管理冲突也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基于依法纳税的认识的诚信纳税意识

冲突，二是以偷、逃、避税为形式的税收违法行为导致的事实冲突。
不同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群体，其与税务机关之间的管理冲突的表现各有侧重。例如，对工

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群体，既可以根据收入水平大致划分为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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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 也可以依职位层级、所处行业、教育背景等划分不同的纳税群体。群体的差异，可

导致意识冲突的不同，实施实质性冲突( 指产生税收违法行为的管理冲突) 的动机不同、能力

不同、行为差异等。
近年来，税务部门主要从加强非劳动所得管理，推进高收入者征管，积极创新征管手段，强

化基础管理等方面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具体包括改进纳税服务，改善纳税体验; 加强税收宣

传，培养纳税意识; 打击税收违法，抑制违法动机; 加强信息管税，促进源泉扣缴等。如果税务

部门能够针对不同的纳税群体，提供差异化的服务项目，采取不同的征管措施，“熨平”管理冲

突、提高纳税意识，将会极大地提升个人所得税的管理质效。
( 二) 行为学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不能直接识别出不同类型的纳税人群

1． 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如从冲突主体上讲，有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扣缴义务人与税务

机关之间; 从具体形式上讲，有以认识为基础的意识冲突，有以实施税收违法行为的事实冲突

等。根据行为科学关于管理冲突的理论分类，管理冲突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 1 ) 双趋冲突，例

如“少( 扣) 缴税款”与“依法纳税”两个目标都符合纳税人( 或扣缴义务人) A 的需求，一方面

担心税务违法行为被税务机关查处，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在不被发现的前提下少缴部分税款。
即，纳税人( 或扣缴义务人) A 出现双趋冲突; ( 2 ) 双避冲突，例如纳税人( 或扣缴义务人) B 有

强列的动机不想“足额缴纳税款”，又非常担心“税务机关税收检查”，在作抉择时将产生双避

冲突; ( 3) 趋避冲突; ( 4) 双趋避冲突。但是，明确管理冲突类型的分类，并不意味着知晓对应

分类的纳税人群。
2． 同样，公共心理学关于知觉偏差的效应与影响理论，也常被用于分析个人所得税的管理

冲突。“首因效应”使人的认知具有表面性，或者容易固化某种认知等。例如，纳税人( 或扣缴

义务人) A 曾因税收违法行为被税务机关查处，不良的纳税记录给纳税人( 或扣缴义务人) 造

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强烈且持续，将极大地降低纳税人( 或扣缴义务人) 实施税收

违法行为的动机。“近因效应”则会妨碍当事人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人和事。例如，纳税人( 或

扣缴义务人) B 虽然在多年前因税收违法行为被税务机关查处过，但近期则侥幸避过了税收检

查，造成当事人认为税收违法行为的机会成本低，继续实施税收违法行为的动机被错误地加强

了。类似的，“晕轮效应”“社会刻板印象”等也可以用来对不同的税收管理冲突进行心理学分

析。但是，公共心理学分析同样无法直接识别出不同类型的冲突人群。
本文将以工资薪金项目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为例，对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在不同纳税人

群的异向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直接识别不同类型的纳税人群，并提出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

的工作建议。

二、调查方案设计

对税收管理冲突的研究，除了上述应用行为科学、公共心理学等理论和方法进行定性研究

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统计方法与技术是现代社会、经济研究运用的基

本方法，在税收领域也有广泛的应用。在税收领域的许多研究问题中，常常会遇到不可计量的

定性指标变量( 区别于定量指标变量) ，比如，税负高、中、低指标，工资薪金收入水平高、中、低
指标等，就属于定性指标。对这类定性指标的基本分析方法是按照它的变动范围进行分类，调

查机构按照某种设计方案发放问卷，从收回的问卷中可统计出各种属性的计数结果( 这种数

据称为频数) ，由此可以计算出不同分类的频数分布。对于定性数据的统计分析常常采用列

联表分析和 χ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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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多项分布与检验

假设某多项试验有如下性质:

1． 多项试验由 n 个相同的试验所组成; 2． 每个试验的结果落在 k 组的某一组; 3． 某个试

验的结果落在组 i 中的概率为 pi ( i = 1，2，…，k) 且在试验之间保持不变，且有∑
k

i = 1
pi = 1; 4． 试验

是独立的; 5． 试验者关心 n1，n2，…，nk，这里 ni ( i = 1，2，…，k) 等于试验结果落在组 i 中的数目，

且显然∑
k

i = 1
ni = 1。

统计检验假设为:

( 零假设) H0 : p1 = p2 =… = pk =
1
k

( 备选假设) H1 : 至少一个 p ＞ 1
k

根据 Karl Pearson 定理，当 n 足够大时，

统计量 χ2 =∑
k

i = 1

［ni － E( ni) ］2

E( ni )
遵从自由度为 k － 1 的 χ2 分布。

对于给定的显著水平 α( 例如 α = 0． 05) ，当统计量 χ2 ＞ χ2α ( k － 1) 时，可以拒绝零假设 H0。
( 二) 列联表分析

假设对某问题依特征 A 将其分为 c 类，依特征 B 将其分为 r 类，属于 Aj 和 Bi 的个体数目

为 nij ( i = 1，2，…，r; j = 1，2，…，c) 。所有的 nij可以生成一个 r × c 列联表和一个对应的 r × c 多

项概率分布。
统计检验假设为:

( 零假设) H0 : 两个分类是独立的
( 备选假设) H1 : 两个分类是不独立的

检验统计量为: χ2 =∑
r

i = 1
∑
c

j = 1

［nij － Ê( nij) ］2

Ê( nij )
，其中，̂E( nij ) =

ni··n·j

n

当 n 足够大时，统计量 χ2 =∑
r

i = 1
∑
c

j = 1

［nij － Ê( nij) ］2

Ê( nij )
遵从自由度为( r － 1) ( c － 1) 的 χ2 分布。

对于给定的显著水平 α( 例如 α = 0． 05) ，当统计量 χ2 ＞ χ2α ( ( r － 1) ( c － 1) ) 时，可以拒绝零

假设 H0。
( 三) 一个简化的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调查方案

个人所得税计有 11 个征税项目，纳税人分布极为广泛，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的表现形式

复杂多样，对纳税人不论从心理层面，还是从行为层面分析，其差异都是显著的。本文旨在探

讨应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的新思路，因此简化需求，设计了一个简化的、
针对工资薪金项目的调查方案。希望通过调查了解以下信息: 不同行业的纳税人群对工资薪

金项目个人所得税法定税负( 以下简称“法定税负”) 的评价;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法定

税负的评价; 对税款计算方法不同知晓程度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 不同行业的纳税人

群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的公共评价;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劳动所得是否征税的态度

等。调查在 9 个行业中随机抽取 33 户企业，随机发放超过 400 张问卷调查表，收回有效调查

表 336 份。

431134

《东南学术》2016 年第 2 期



三、调查数据的统计学分析

( 一) 不同行业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评价的统计学分析

表 1 不同行业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的样本数据( 3 × 9 列联表)

评价人( 行业类别)

行业 1 行业 2 行业 3 行业 4 行业 5 行业 6 行业 7 行业 8 行业 9
合计

法定
税负
评价

合理 3 18 4 9 9 11 2 12 0 68

偏高 7 21 26 2 1 21 18 75 10 181

偏低 0 1 0 29 54 0 0 3 0 87

合计 10 40 30 40 64 32 20 90 10 336

其中: 行业 1，电力业; 行业 2，房地产业; 行业 3，交通运输业; 行业 4，教育业; 行业 5，金融业; 行业 6，批发

零售业; 行业 7，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 8，制造业; 行业 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根据表 1 数据，可以计算填列对应的多项概率分布表( 受篇幅所限，此处略去对应的多项

概率分布表，下同) 。
根据上表数据，计算 χ2 统计量: χ2 = 282. 093，设定显著水平 α = 0． 05，查 χ2 分布表，

χ20． 05 ( ( 3 － 1) ( 9 － 1) ) = χ20． 05 ( 16) = 26. 296
由于 χ2 = 282. 093 ＞ χ20． 05 ( 16) = 26. 296，所以可以拒绝零假设 H0。说明: 不同行业纳税的

人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是有差别的。
( 二)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评价的统计学分析

表 2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评价的样本数据( 3 × 3 列联表)

评价人( 职位层级)

公司高层 公司中层 普通员工
合 计

法定税负
评价

合 理 11 16 41 68

偏 高 32 59 170 261

偏 低 0 1 6 7

合 计 43 76 217 336

根据表 2 数据，可以计算填列对应的多项概率分布表。
根据上表数据，计算 χ2 统计量: χ2 = 2. 283，设定显著水平 α = 0． 05，查 χ2 分布表，

χ20． 05 ( ( 3 － 1) ( 3 － 1) ) = χ20． 05 ( 4) = 9. 488
由于 χ2 = 2. 283 ＜ χ20． 05( 4) = 9. 488，所以不可以拒绝零假设 H0。说明: 不同职位层级纳税人

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的差异不显著。
( 三) 对税款计算方法不同知晓程度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评价的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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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税款计算不同知晓程度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评价的样本数据( 3 × 3 列联表)

税款计算方法的知晓程度

了解 大致了解 不了解
合 计

法定税负
评价

合理 28 37 3 68

偏高 146 95 20 261

偏低 2 4 1 7

合计 176 136 24 336

根据表 3 数据，可以计算填列对应的多项概率分布表。
根据上表数据，计算 χ2 统计量: χ2 = 9. 186，设定显著水平 α = 0． 05，查 χ2 分布表，

χ20． 05 ( ( 3 － 1) ( 3 － 1) ) = χ20． 05 ( 4) = 9. 488

由于 χ2 = 9. 186 ＜ χ20． 05 ( 4) = 9. 488，所以不可以拒绝零假设 H0。说明: 对税款计算方法不

同知晓程度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的差异不显著。
( 四) 不同行业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评价的统计学分析

表 4 不同行业的纳税人群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评价的样本数据( 2 × 9 列联表)

评价人( 行业类别)

行业 1 行业 2 行业 3 行业 4 行业 5 行业 6 行业 7 行业 8 行业 9
合 计

对高收
入人群

纳税
情况

的评价

少缴
税款

4 2 3 23 13 5 5 34 0 89

足额
缴纳

6 38 27 17 51 27 15 56 10 247

合 计 10 40 30 40 64 32 20 90 10 336

根据表 4 数据，可以计算填列对应的多项概率分布表。
根据上表数据，计算 χ2 统计量: χ2 = 47. 071，设定显著水平 α = 0． 05，查 χ2 分布表，

χ20． 05 ( ( 2 － 1) ( 9 － 1) ) = χ20． 05 ( 8) = 15. 507

由于 χ2 = 47. 071 ＞ χ20． 05 ( 8) = 15. 507，所以可以拒绝零假设 H0。说明: 不同行业纳税人群

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的评价是有差别的。
( 五)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劳动所得是否征税的态度的统计学分析

表 5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劳动所得是否征税的态度的样本数据( 2 × 3 列联表)

态度人( 职位层级)

公司高层 公司中层 普通员工
合 计

对劳动所得
征税的态度

应该征税 36 65 152 253

不应该征税 7 11 65 83

合 计 43 76 217 336

根据表 5 数据，可以计算填列对应的多项概率分布表。
根据上表数据，计算 χ2 统计量: χ2 = 9. 13 设定显著水平 α = 0． 05，查 χ2 分布表，

χ20． 05 ( ( 2 － 1) ( 3 － 1) ) = χ20． 05 ( 2) = 5. 991

由于 χ2 = 9. 13 ＞ χ20． 05 ( 2) = 5. 991，所以可以拒绝零假设 H0。说明: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

群对劳动所得是否征税的态度是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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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分析结果的税收思考与工作建议

( 一) 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行业差异结果的税收思考与工作建议

统计分析表明: 不同行业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根据表 1 数据进一

步分析，可知: 认为税负偏高的比例的行业差异明显，从高至低依次为: 行业 9 ( 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100% ) ，行业 7( 信息技术服务业，90% ) ，行业 3 ( 交通运输业，87% ) ，行业 8 ( 制造业，

83% ) ，行业 1( 电力业，70% ) ，行业 6( 批发零售业，66% ) ，行业 2 ( 房地产业，52. 5% ) ，行业 4
( 教育业，5% ) ，行业 5( 金融业，1. 56% ) 。由于调查样本企业偏少，统计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

真实情况。但是，我们仍可以读出一些区别。比如，传统的居民服务业与现代金融业正好是税

负评价的两端。传统居民服务业的收入水平、缴税金额都远低于金融业，但却 100% 认为税负

偏高，而金融业却只有不到 2% 的受调查人觉得税负偏高。说明纳税人对税务负担的心理承

受力不是完全取决于缴纳税款的多少，而是取决于税后可支配收入的高低。
从心理学角度看，传统居民服务业纳税人群的知觉偏差效应类型为“社会刻板印象”。由

于较低的收入水平，他们会认为个人所得税理应由高收入的人群缴纳。
从行为学角度分析，虽然发生在居民服务业的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的类型不容易界定，但

是税务部门应当选择的处理冲突的最优策略无疑就是“合作策略”。即，税务部门应主要采取

加强税收宣传、政策宣讲，提供优质纳税服务等非税收执法手段。
( 二) 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职位层级无差异的税收思考与工作建议

统计分析表明: 不同职位层级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的差异不显著。根据表 2 的数

据的进一步分析，可知: 不同职位层级的被调查对象认为法定税负偏高的比例分别是: 74%
( 公司高层) ，78% ( 公司中层) ，78% ( 普通员工) ，平均比例为 78%。说明不论职位层级高低

( 对应收入水平的高低) ，绝大多数的被调查对象都认为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偏高( 即，统计学意

义上的无差异评价) 。也说明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的潜在对象是不论职位高低与收入多寡

的。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仍旧任重道远，各级税务部门应继续加大税收宣传，持续加强重点项

目、重点人群的个人所得税征管。
( 三) 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税款计算方法知晓程度无差异的税收思考与工作建议

统计分析表明: 对税款计算方法不同知晓程度的纳税人群对法定税负的评价的差异不显

著。根据表 3 数据进一步分析，可知: 在所有被调查人群中，表示对税款计算方法不了解的仅

有 7%，绝大多数的被调查对象( 83% ) 是了解或大致了解税款计算方法的。说明个人所得税

税收宣传的重点不在于讲解税款的计算方法( 或者说，由于绝大多数人已经知晓) ，而应该重

点宣讲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
( 四) 不同行业纳税人群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评价差异结果的税收思考与工作建议

统计分析表明: 不同行业纳税人群对高收入人群纳税情况的评价是有差别的。根据表 4
数据进一步分析，可知: 在所有被调查人群中，仍有 26% 的被调查人认为高收入人群未足额缴

纳税款。按行业统计，从行业 1 到行业 9，被调查人认为高收入人群未足额缴纳税款的比例依

次为: 40%，5%，10%，58%，20%，16%，25%，38%，0%。教 育 业 ( 行 业 4 ) 的 比 例 最 高

( 58% ) ，制造业( 行业 8) 的比例次高( 38% ) ，租赁与商务服务业( 行业 9) 的比例最低( 0% ) 。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之所以教育行业的比例最高，是由于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有思

考能力，对税款征收的关注度较高，但缺乏税收理论知识，而产生社会刻板印象，或晕轮效应，

导致一定程度的知觉偏差。同时，根据调查项目之一( 管理冲突的行业差异) 的统计数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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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行业对其实际较低的税负水平是基本满意的( 仅 5%的比例认为税负偏高) 。
关于制造业，工作性质决定其对税收工作较少关注，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与相对较高的工

作强度，在认识上容易产生首因效应或晕轮效应等。而租赁与商务服务等传统的居民服务业

的纳税人群，由于整体较低的文化水平，对税收工作的关注度低，导致其对当前高收入人群真

实纳税情况的评价失真。由于仍有较高比例的被调查人认为高收入人群未足额缴纳税款，一

方面说明税务机关应持续加强高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征管; 另一方面也应在全社会广泛宣传

税务部门加强高收入人群税收征管的各项工作举措，取得的成效，甚至个别典型的高收入人员

税收违法警示案例等，以此达到向中、低收入纳税人群传达正面的、有效的信息，促进全社会依

法纳税。
( 五)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劳动所得是否征税的态度的税收思考与工作建议

统计分析表明: 不同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对劳动所得是否征税的态度是有差别的。根据

表 5 数据进一步分析，可知: 中、高职位层级的纳税人群中，有 15% 的被调查人认为劳动所得

不应该征税; 而普通员工的比例则为 30%，是前者的 2 倍。也同样反映出收入水平与税负承

受能力成正比的简单道理。对税收工作的启示也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加大高收入人群个

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广泛宣传和树立诚信纳税人典型; 二是创新举措，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优质、
高效、便捷的纳税服务。

总之，采用列联表分析和 χ2 检验方法，可以比较直观、直接地识别出个人所得税管理冲突

在不同行业、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职位层级等的纳税人群的异向结果，这将有利于税务部门加

强针对性管理、提供个性化纳税服务、“熨平”管理冲突，促进提高纳税遵从水平。

注释:

①数据来源: 财政部 2014 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

②数据来源: 厦门市地税局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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