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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类不公平效应（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率累退效应、边际税率累退效应、

过度调节效应）是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量化参数。创设边际税率累

退效应，将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总指数分解为各要素的四类不公平

子指数。依据Ｓｔａｔａ软件编程法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家庭数据，算
出各要素子指数，发现住房公积金扣除、免征额、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是阻碍我
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发挥的三大因素；依据四类不公平效应分解式

可测算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为提高个

税的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应密切监控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

影响；设置住房公积金年度扣除上限值；构建累退型免征额制度；重构综合所得

累进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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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税制中，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

是为数不多的采用累进税率表纳税的税种，提

高个税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精准性势在必行。

近两年，我国密集出台了《个人所得税法》第七

次修正案、《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

法》、《关于办理２０１９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

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等多项法律和政策文

本。“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个税、居民税前收

入分布函数就好像是钥匙和锁，只有相互匹配，

个税才能有效发挥收入差距平抑功能。新法规

使得个税成为“新钥匙”；２０２０年至今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减缓了我国居民收入增速，使居民税

前收入分布函数成为“新锁”。这两者之间是

否相互匹配？尚不明确。因此，准确评价新冠

肺炎疫情下个税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是一个值

得研究的课题。

　　一、文献回顾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已开征个税，多采用

超额累进税制以缩小收入差距，故个税的收入

差距平抑功能一直是研究热点。其中，ＭＴ指

数模型化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相关文献被引率

明显高于其他文献。ＭＴ指数 ＝税前收入基尼

系数 －税后收入基尼系数，该指数依据 Ｍｕｓ

ｇｒａｖｅ和Ｔｈｉｎ（１９４８）［１］的研究而来，其可分解为

以下子指数。

其一，纵向公平效应与横向公平效应。该

分解法由 Ａ．Ｂ．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２－４］等（简称 ＡＰＫ）提

出，岳希明等［５－１０］开展了后续研究。

其二，纵向公平效应、横向公平效应与排序

效应。Ｊ．Ｒ．Ａｒｏｎｓｏｎ等［１１］（简称 ＡＪＬ）提出将

ＭＴ指数分解为上述三效应，但 ＡＪＬ纵、横向公

平效应不同于 ＡＰＫ；后续研究包括 Ｚ．Ｈａｉ

等［１２－１３］。Ｉ．Ｕｒｂａｎ等［１４］（简称 ＵＬ）修正了 ＡＪＬ

分解式，仍将ＭＴ指数分为纵向公平效应、横向

公平效应和排序效应，但上述效应定义不同于

ＡＪＬ；王震等［１５－１６］开展了后续研究。

其三，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率累退效应和

过度调节效应。该分解法由 Ｎ．Ｃ．Ｋａｋｗａｎｉ

等［１７］（简称ＫＬ）提出，后续研究包括Ｓ．Ｐｅｌｌｅｇｒｉ

ｎｏ［１８－１９］（简称ＰＶ）、胡华［２０］。

已有研究呈现以下发展趋势：其一，指数分

解细化。ＭＴ指数被分解为若干子指数，子指

数依据税制要素的不同进行二次分解。其二，

评价方法逐渐优化。ＡＰＫ方法不能将横向、纵

向公平效应完美分拆，两者相互杂糅；ＡＪＬ方法

试图纠正这种缺陷，但产生两个新缺陷———混

淆ＡＰＫ排序效应与ＡＪＬ排序效应、横向公平效

应与组内调节效应；ＵＬ方法弥补了ＡＪＬ方法的

第一个缺陷，继承了第二个缺陷；ＫＬ方法有效

弥补了上述三者的缺陷；这四种方法的优化顺

序为：ＫＬ法＞ＵＬ法＞ＡＪＬ法＞ＡＰＫ法。

尽管如此，ＫＬ方法仍存在三点不足：其一，

累退效应多种多样，但仅新增了平均税率累退

效应；其二，平均税率累退效应取决于按照税前

收入、个税平均税率的非降序排列的差异，其衡

量指标是总平均税率累退效应，而非 ＫＬ方法

认为的净平均税率累退效应；其三，三类不公平

效应缺乏指向性，只是说明哪类不公平效应更

大一些，但不能阐明其来源是哪一级边际税率，

或是哪一种税前扣除。

针对第一点不足，已有研究没有提出弥补

方法。针对第二点不足，ＰＶ使用总平均税率累

退效应代替净平均税率累退效应。针对第三点

不足，胡华［２０］则将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率累

退效应、过度调节效应都分解为各边际税率、各

税前扣除的分效应。总之，已有研究没有意识

到第一点不足，基本克服了第二、第三点不足。

因此，本文接受了 ＰＶ的改进意见，使用总

平均税率累退效应代替净平均税率累退效应；

接受了胡华的［２０］分解法，将三类不公平效应分

解为各税制要素分效应。针对第一点不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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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作出如下改进：一是假设经济面临外部冲

击导致税前收入按照一定比例变动，计算边际

税率累退效应，探讨不同税前收入变动率下边

际税率累退效应的变化，据此估计外部冲击对

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二是将胡华［２０］

分解法扩展至边际税率累退效应的分解，以增

强政策建议指向性。

　　二、边际税率累退效应的构造与四

类不公平效应的分解

　　本部分首先回顾ＫＬ方法中三类不公平效
应的设计原理，并构造边际税率累退效应；参照

胡华［２０］的方法将边际税率累退效应拆分为各

税前扣除、各边际税率的分效应。

１．ＫＬ方法
基于 ＰＶ修正后的 ＫＬ分解法（以下简称

ＫＬ－ＰＶ法），ＭＴ指数分解式如式①所示。
ＭＴ＝τ（Ｐ＋ＲＴ＋Ｒ珘Ｔ）－Ｓ１－Ｓ２－Ｒ

ＡＰＫ ①

其中，τ＝ Ｔ１－ｔ，τ（Ｐ＋ＲＴ＋Ｒ珘Ｔ）被命名为个税对

收入差距的潜在公平效应。

ＲＡＰＫ是过度调节效应，即低收入者税后收
入大于高收入者；ＲＡＰＫ＝ＧＸ－Ｔ－Ｃ（Ｘ－Ｔ）Ｘ，Ｘ代表
税前收入，Ｔ代表个税额，（Ｘ－Ｔ）代表税后收
入，ＧＸ－Ｔ表示税后收入基尼系数，Ｃ（Ｘ－Ｔ）Ｘ表示
以税前收入非降序排列的税后收入集中度。

ＧＸ－Ｔ与Ｃ（Ｘ－Ｔ）Ｘ的计算步骤如下：首先，计算每
个家庭的税后收入；其次，按照人均税后收入或

人均税前收入对样本家庭进行非降序排列；再

次，依据直接计算法、曲线回归法等计算 ＧＸ－Ｔ
和Ｃ（Ｘ－Ｔ）Ｘ。其他情况以此类推。

Ｓ１是税额累退效应，即低收入者个税额小

于高收入者；Ｓ１＝
ｔ
１－ｔＲＴ，ＲＴ＝ＧＴ－ＣＴＸ，ＧＴ是

个税基尼系数，ＣＴＸ是以税前收入（Ｘ）非降序
排列的个税集中度。

Ｓ２是平均税率累退效应，即低收入者的平

均税率小于高收入者，平均税率是个税额占税

前收入的比重，Ｓ２＝
ｔ
１－ｔＲ珘Ｔ。假设整体样本包

括ｎ个纳税人，Ｘｉ、Ｔｉ分别代表纳税人 ｉ的税前

收入、个税额， 是个税平均税率， ＝

ｉ
＝
Ｔｉ
Ｘ{ }
ｉ
，ｉ是 １至 ｎ的自然数。Ｒ ＝Ｇ －

Ｃ Ｘ，Ｇ是个税平均税率的基尼系数，Ｃ Ｘ是以

税前收入（Ｘ）非降序排列的个税平均税率集

中度。

Ｓ１、Ｓ２、Ｒ
ＡＰＫ的评价标准类似，数值越大，表

示三类不公平效应越大，对收入差距平抑功能

的负面作用越强；不存在 Ｓ１、Ｓ２、Ｒ
ＡＰＫ小于零的

情形。在其他研究中，平均税率累退效应被称

为税率累退效应，本文研究了两种税率累退效

应———平均税率累退效应和边际税率累退效

应，后者的含义将在后文讨论。

２．边际税率累退效应

ＫＬ提出了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率累退效

应和过度调节效应，只能评价经济处于静态条

件下个税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但无法评价新

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对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

能的影响，为此构造了边际税率累退效应。税

收的公平原则要求：增加相同比例的税前收入

时，高收入者新增税负占新增收入的比重要高

于低收入者相应值。假设 是个税边际税率，

＝
ｉ
＝
ΔＴｉ
ΔＸ{ }

ｉ
，ｉ是 １至 ｎ的自然数。令

Ｓ３＝
ｔ
１－ｔＲ ，其中，Ｒ ＝Ｇ －Ｃ Ｘ，Ｇ 表

示个税边际税率基尼系数，Ｃ Ｘ表示以税前收

入非降序排列的个税边际税率集中度，Ｒ 用

于衡量个税的边际税率（ ）与税前收入（Ｘ）

的非降序排列是否一致，当 Ｒ ＝０时排列一

致，否则不一致。若 Ｓ３等于零，则不存在边际

税率累退效应，外部冲击对个税收入差距平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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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无影响；当Ｓ３＞０时，存在边际税率累退效

应，外部冲击削弱了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不

存在Ｓ３＜０的情况。增加了边际税率累退效应

后，ＫＬ－ＰＶ法下的ＭＴ指数分解式变为式②。

ＭＴ＝τ（Ｐ＋ＲＴ＋Ｒ ＋Ｒ ）－

Ｓ１－Ｓ２－Ｓ３－Ｒ
ＡＰＫ ②

其中，τ＝ ｔ
１－ｔ，Ｓ１＝τＲＴ，Ｓ２＝τＲ，Ｓ３＝τＲ 。

式②等号右边的五部分依次是潜在公平效应

Ⅱ、税额累退效应（Ｓ１）、平均税率累退效应

（Ｓ２）、边际税率累退效应（Ｓ３）和过度调节效应

（ＲＡＰＫ）。

３．四类不公平效应的分解

变量Ｈ的基尼系数 ＧＨ都可依据式 ③ 分

解，其中，ＧＨ代表变量Ｈ的基尼系数，Ｈ可分为

Ｎ项，Ｎ是自然数，第ｉ项为Ｈｉ，ｉ是１～Ｎ的自然

数，αｉ是Ｈｉ占Ｈ的比重，故∑
Ｎ

ｉ＝１
αｉ＝１，式③的证

明过程参见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２１］的研究。

ＧＨ ＝∑
Ｎ

ｉ＝１
αｉ·ＣＨｉＨ ③

同理可得，以变量 Ｌ非降序排列的变量 Ｆ

集中度的分解式，如式④所示。

ＣＦＬ ＝∑
Ｎ

ｉ＝１
βｉ·ＣＦｉＬ ④

其中，Ｆ可分为Ｎ项，Ｆｉ是第ｉ项，βｉ是Ｆｉ占Ｆ的

比重，故∑
Ｎ

ｉ＝１
βｉ＝１。

（１）将四效应按边际税率分解。我国推行

的个税制是分类综合相结合的税制，应税所得

可分为三类：综合所得、经营所得、其他所得。每

类所得都可依据边际税率的不同进一步划分，

最终，个税所得可分为Ｎ类子所得，假设依据第

ｉ类子所得课征的个税是 Ｔｉ，个税总额 Ｔ＝

∑
Ｎ

ｉ＝１
Ｔｉ，γｉ是Ｔｉ占Ｔ的比重；Ｔｉ对应的平均税率

ｉ
＝
Ｔｉ
Ｘｉ
，个税的总平均税率 ＝∑

Ｎ

ｉ＝１
ｉ
，εｉ是 ｉ

占

的比重；Ｔｉ对应的边际税率 ｉ
＝
ΔＴｉ
ΔＸｉ
，个税

的总边际税率 ＝∑
Ｎ

ｉ＝１
ｉ
，θｉ是 ｉ

占 的比

重。ＧＴ、Ｇ、Ｇ 、ＣＴＸ、Ｃ Ｘ、Ｃ Ｘ的分解式如

式⑤—⑩所示。

ＧＴ ＝∑
Ｎ

ｉ＝１
γｉ·ＣＴｉＴ ⑤

Ｇ ＝∑
Ｎ

ｉ＝１
εｉ·Ｃ

ｉ
 ⑥

Ｇ ＝∑
Ｎ

ｉ＝１
θｉ·Ｃ

ｉ
 ⑦

ＣＴＸ ＝∑
Ｎ

ｉ＝１
γｉ·ＣＴｉＸ ⑧

Ｃ Ｘ ＝∑
Ｎ

ｉ＝１
εｉ·Ｃ

ｉ
Ｘ ⑨

Ｃ Ｘ ＝∑
Ｎ

ｉ＝１
θｉ·Ｃ

ｉ
Ｘ ⑩

式②中，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率累退效

应和过度调节效应的表达式分别是Ｓ１＝τＲＴ＝

τ（ＧＴ－ＣＴＸ），Ｓ２＝τＲ ＝τ（Ｇ －Ｃ Ｘ），Ｓ３＝

τＲ ＝τ（Ｇ －Ｃ Ｘ），可得，

Ｓ１ ＝τ∑
Ｎ

ｉ＝１
γｉ（ＣＴｉＴ－ＣＴｉＸ）

Ｓ２ ＝τ∑
Ｎ

ｉ＝１
εｉ（Ｃ

ｉ
 －Ｃ

ｉ
Ｘ）

Ｓ３ ＝τ∑
Ｎ

ｉ＝１
θｉ（Ｃ

ｉ
 －Ｃ

ｉ
Ｘ）

令Ｓ１
Ｔｉ ＝τ·γｉ·（ＣＴｉＴ－ＣＴｉＸ），Ｓ２

Ｔｉ ＝τ·

εｉ·（Ｃ
ｉ
 －Ｃ

ｉ
Ｘ），Ｓ３

Ｔｉ ＝τ·θｉ·（Ｃ
ｔ
 －

Ｃ
ｉ
：Ｘ），可得

Ｓ１ ＝∑
Ｎ

ｉ＝１
Ｓ１
Ｔｉ 瑏瑡

Ｓ２ ＝∑
Ｎ

ｉ＝１
Ｓ２
Ｔｉ 瑏瑢

Ｓ３ ＝∑
Ｎ

ｉ＝１
Ｓ３
Ｔｉ 瑏瑣

即可依据不同边际税率，将上述三效应都

分解为各边际税率的分效应。ＲＡＰＫ的分解方法

不同于上述三类不公平效应，其分解过程如下。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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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ＰＫ ＝ＧＸ－Ｔ－Ｃ（Ｘ－Ｔ）Ｘ ＝
［ＧＸ－Ｔ－Ｃ（Ｘ－Ｔ）（Ｘ－∑

Ｎ－１

ｉ＝１
Ｔｉ）］＋

［Ｃ（Ｘ－Ｔ）（Ｘ－∑
Ｎ－１

ｉ＝１
Ｔｉ）－Ｃ（Ｘ－Ｔ）（Ｘ－∑

Ｎ－２

ｉ＝１
Ｔｉ）］＋

［Ｃ（Ｘ－Ｔ）（Ｘ－∑
Ｎ－２

ｉ＝１
Ｔｉ）－Ｃ（Ｘ－Ｔ）（Ｘ－∑

Ｎ－３

ｉ＝１
Ｔｉ）］＋… ＋

［Ｃ（Ｘ－Ｔ）（Ｘ－Ｔ１－Ｔ２－Ｔ３）－Ｃ（Ｘ－Ｔ）（Ｘ－Ｔ１－Ｔ２）］＋
［Ｃ（Ｘ－Ｔ）（Ｘ－Ｔ１－Ｔ２）－Ｃ（Ｘ－Ｔ）（Ｘ－Ｔ１）］＋
［Ｃ（Ｘ－Ｔ）（Ｘ－Ｔ１）－Ｃ（Ｘ－Ｔ）Ｘ］

令

ＧＸ－Ｔ－Ｃ（Ｘ－Ｔ）（Ｘ－∑
Ｎ－１

ｉ＝１
Ｔｉ） ＝Ｒ

ＡＰＫ
ＴＮ

Ｃ（Ｘ－Ｔ）（Ｘ－∑
Ｎ－１

ｉ＝１
Ｔｉ）－Ｃ（Ｘ－Ｔ）（Ｘ－∑

Ｎ－２

ｉ＝１
Ｔｉ） ＝Ｒ

ＡＰＫ
ＴＮ－１

Ｃ（Ｘ－Ｔ）（Ｘ－∑
Ｎ－２

ｉ＝１
Ｔｉ）－Ｃ（Ｘ－Ｔ）（Ｘ－∑

Ｎ－３

ｉ＝１
Ｔｉ） ＝Ｒ

ＡＰＫ
ＴＮ－２

…

Ｃ（Ｘ－Ｔ）（Ｘ－Ｔ１－Ｔ２－Ｔ３）－Ｃ（Ｘ－Ｔ）（Ｘ－Ｔ１－Ｔ２） ＝Ｒ
ＡＰＫ
Ｔ３

Ｃ（Ｘ－Ｔ）（Ｘ－Ｔ１－Ｔ２）－Ｃ（Ｘ－Ｔ）（Ｘ－Ｔ１） ＝Ｒ
ＡＰＫ
Ｔ２

Ｃ（Ｘ－Ｔ）（Ｘ－Ｔ１）－Ｃ（Ｘ－Ｔ）Ｘ ＝Ｒ
ＡＰＫ
Ｔ１

可得

ＲＡＰＫ ＝ＲＡＰＫＴＮ ＋Ｒ
ＡＰＫ
ＴＮ－１ ＋Ｒ

ＡＰＫ
ＴＮ－２ ＋… ＋Ｒ

ＡＰＫ
Ｔ３ ＋

ＲＡＰＫＴ２ ＋Ｒ
ＡＰＫ
Ｔ１

即

ＲＡＰＫ ＝∑
Ｎ

ｉ＝１
ＲＡＰＫＴｉ 瑏瑤

将式 瑏瑡—瑏瑤 联立，最终可得可将ＭＴ指数
分解为个税各边际税率的分效应，如式瑏瑥所示。

ＭＴ＝τ（Ｐ＋ＲＴ＋Ｒ ＋Ｒ ）－∑
Ｎ

ｉ＝１
ＳＴｉ１ －

∑
Ｎ

ｉ＝１
ＳＴｉ２ －∑

Ｎ

ｉ＝１
ＳＴｉ３ －∑

Ｎ

ｉ＝１
ＲＡＰＫＴｉ 瑏瑥

（２）将四效应按税前扣除分解。Ｓ．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等［１９］提出了总税前扣除的税额累退效应（Ｓ１）、

平均税率累退效应（Ｓ２）和过度调节效应（Ｒ
ＡＰＫ，

令ＲＡＰＫ ＝Ｓ４）的分解式，此式适用于边际税率
累退效应（Ｓ３）的分解。其基本原理是：分别计
算扣除、不扣除整体税前扣除对某类不公平效

应的影响，然后求取差值，即整体税前扣除引发

的第ｆ类不公平效应是ＳＤｆ ＝Ｓ
ＴＲ
ｆ －Ｓ

Ｖ
ｆ，其中，Ｓ

ＴＲ
ｆ、

ＳＶｆ分别表示对应税所得、税前收入征收个税的

第ｆ类不公平效应，ｆ＝１，２，３，４，应税所得 ＝税

前收入－整体税前扣除。据此，可推导出各种税
前扣除的四类不公平分效应，操作步骤如下。第

一，在应税所得（ＴＲ）上依次添加各种税前扣
除，获得中间应税所得（ＴＲｉ），ＴＲｉ＝ＴＲ＋

∑
ｉ

ｊ＝１
Ｄｊ，当ｉ＝ｎ时，ＴＲｎ ＝Ｖ，ｎ为税前扣除的种

数；当ｉ＝０时，ＴＲ０ ＝ＴＲ。第二，计算各税前扣

除分效应，当１＜ｉ＜ｎ时，ＳＤｉｆ ＝Ｓ
ＴＲｉ－１
ｆ －ＳＴＲｉｆ ；当

ｉ＝１时，ＳＤ１ｆ ＝Ｓ
ＴＲ
ｆ －Ｓ

ＴＲ１
ｆ ；当 ｉ＝ｎ时，Ｓ

Ｄｎ
ｆ ＝

ＳＴＲｎ－１ｆ －ＳＶｆ。

　　三、四类不公平效应的计算

　　所采用数据源自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即中国综
合社会调查数据（２０１５）。该数据库共有２０１４
年的１０９６８个家庭样本，将其数据作如下加
工。第一，“总收入”“职业或劳动收入”均作为

缴过个人所得税的税后收入。第二，当样本是

个体工商户时，将其职业或劳动收入设定为个

体工商户所得；当样本是非农户口且不是个体

工商户时，将其职业或劳动收入设定为工薪所

得；当样本是农业户口且不是个体工商户时，将

其职业或劳动收入视为农业所得，免缴个税。

第三，其他收入＝总收入－职业或劳动收入；若
样本为“老板”，其他收入 ＝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若样本不是“老板”，其他收入 ＝劳务报酬
所得。基于上述变量，采用反事实法，运用

２０１８年新个税制对ＣＧＳＳ（２０１５）的样本模拟征
税，计算各样本的综合所得个税、经营所得个

税、其他所得个税等，并据此计算各变量的基尼

系数（集中度），计算式如下：

Ｇ＝１－∑
ｎ

ｉ＝１
Ｐｉ（２∑

ｉ

ｋ＝１
Ｉｋ－Ｉｉ）

其中，Ｇ为基尼系数（集中度），Ｐｉ是第ｉ组样本
数占总样本数的比重，Ｉｉ是第ｉ组样本某指标占
该指标总和的比重，ｎ、ｉ、ｋ都是自然数。
１．新冠肺炎疫情下税前收入变动率的估计
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影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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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测算步骤如下。第一，估计税前收入在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后的增长率。２０２１年我国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９％，可将其作为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前税前收入增长率。２０２２年 ３

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设定在５．５％左

右［２２］。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一般略高于

ＧＤＰ增速，故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税前收入

增长率设定为６％。第二，分别计算各税前收

入增长率下四类不公平效应及各个税要素的分

效应。第三，比较各效应的变动，以评价新冠肺

炎疫情对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

２．四类不公平效应整体结果

中国现行个税制下的四类不公平效应见表

１。由表１可知，在税前收入增长 ９％的情况

下，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率累退效应、过度调

节效应依次为 ０．０００３１５７、０．００２６６９１、

０．００００２８８，其中，平均税率累退效应明显较

高；在税前收入增长６％的情况下，研究结论类

似。税前收入增长率分别为９％、６％时，边际税

率累退效应值分别是０．００１１４９３、０．００１１１６１，

增长率越高，边际税率累退效应越强。边际税

率累退效应仅次于平均税率累退效应，远大于

税额累退效应、过度调节效应；税前收入增长率

分别为９％、６％时，边际税率累退效应占ＭＴ指

数的比重分别为７．１２％、６．９２％。税前收入增

长率为９％、６％时，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分别

是０．００４１６２９、０．００４１２５４，占ＭＴ指数的比重

分别是２５．８１％、２５．５７％。因此，新冠肺炎疫

情会压低边际税率累退效应、四类不公平效应

之和，但压低幅度很小，即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

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无显著影响。

３．四类不公平效应分解结果

我国个税制包括２４个税制要素，分别是免

征额、４项专项扣除（养老保险扣除、医疗保险

扣除、失业保险扣除、住房公积金扣除）、６项专

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附加扣除、赡养附加扣

除、医疗附加扣除、住房贷款利息附加扣除、继

续教育附加扣除、住房租金附加扣除）、１３级边

际税率（７级综合所得边际税率、５级经营所得边

际税率、利息股息与红利所得等的比例税率）。

下文将四类不公平效应（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

率累退效应、边际税率累退效应、过度调节效

应），分别分解为上述２４个税制要素的分效应。

（１）无新冠肺炎疫情时个税收入差距平抑

效应的分解。如前所述，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前税前收入增长率设定为９％。在此情形下，

四类不公平效应的分解结果见表１。税额累退

效应中，８项扣除分效应高于各级边际税率分

效应，只有医疗扣除分效应低于各类边际税率

分效应，其中，住房公积金扣除、免征额、养老保

险扣除的分效应位列前三位，分别是０．０１８６０７３、

０．００２８０１８、０．０００６５２０；平均税率累退效应中，

有９项扣除分效应明显高于各级边际税率分效

应，其中，住房公积金扣除、免征额、住房租金附

加扣除的分效应位列前三，分别是 ０．０５３６５０２、

０．０１２３２１４、０．００１９８２５；边际税率累退效应

中，８项扣除分效应明显高于各类边际税率分

表１　中国现行个税制下的四类不公平效应

项目
税额累

退效应

平均税率

累退效应

边际税率

累退效应

过度调

节效应

不公平

效应之和

潜在公平

效应
ＭＴ指数

税前收入增长率

为９％时数值
０．０００３１５７ ０．００２６６９１ ０．００１１４９３ ０．００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４１６２９ ０．０２０２９４８ ０．０１６１３１９

占比／％ １．９６ １６．５５ ７．１２ ０．１８ ２５．８１ １２５．８１ １００
税前收入增长率

为６％时数值
０．０００３１５８ ０．００２６６４９ ０．００１１１６１ ０．００００２８６ ０．００４１２５４ ０．０２０２５７３ ０．０１６１３１９

占比／％ １．９６ １６．５２ ６．９２ ０．１８ ２５．５７ １２５．５７ １０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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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住房公积金扣除、免征额、养老保险扣除

的分效应位列前三，分别是 ０．０４８７２５２、
０．００９２５５４、０．００３５０８６；过度调节效应中，只
有住房公积金扣除分效应超过了各边际税率分

效应，住房公积金扣除、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
综合所得第３级税率的分效应位列前三，分别
是０．１１３１４６０、０．００８００４４、０．００１４４２１；在四
类不公平效应之和方面，８项扣除分效应明显
高于各类边际税率分效应，住房公积金扣除、免

征额、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的分效应位列前三，分
别是０．２３４１２８７、０．０２４８７０７、０．００８０８３５。通过
上述分析可发现如下问题。

其一，住房公积金扣除成为个税平抑收入

差距最大的“绊脚石”，住房公积金扣除分效应

远超其他各要素分效应之和。其原因在于：住

房公积金扣除占个人收入的比重较大，一般情

况下该比重约为１２％，而我国个税平均税率（平
均税率＝个税额÷税前收入×１００％）只有６％。

其二，免征额是个税平抑收入差距的重要

障碍，新个税法中，免征额被称为“费用”，理论

上应依据纳税人的实际生活成本计算，但“一

城一策”必导致不必要的户籍迁移，为方便起

见，每位纳税人的免征额都规定为相同数额，现

为每年６万元。此值约为２０１８年我国居民可
支配收入（２９２９３．９８元）的２倍，这导致一些
高收入者被免征额庇护免于纳税，削弱了个税

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

其三，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也限制了个税
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发挥。此边际税率适用的

年应税所得下限值是９６万，能获得如此高收入
的群体固然不多，但４５％税率以上再无边际税
率，限制了个税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

（２）存在新冠肺炎疫情时个税收入差距平
抑效应的分解。如前所述，将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税前收入增长率设定为６％，此情况下四
类不公平效应的分解结果与无新冠肺炎疫情时

存在如下异同。

不同点：其一，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的总值

有所提高。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的总值是２４
项个税要素分效应之和，居民收入增长率为

９％、６％时，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的总值分别是
０．２９、０．３３。这表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降低不
利于个税发挥收入差距平抑功能，因此促进居

民收入增长，特别是促进中低收入者增收，是缩

小收入差距的重中之重。其二，各要素的四类

不公平效应之和涨跌互现。相对于税前收入增

长率为９％的情形，税前收入增长率为６％时，
住房公积金扣除、免征额、子女教育附加扣除、

赡养附加扣除、经营所得第１级税率、综合所得
第１级税率、综合所得第６级税率、经营所得第
３级税率、经营所得第５级税率的分效应有所
提高，其他要素的分效应有所降低，其中，住房

公积金的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从０．２３４１２８７
升至０．２８２１４６７。

相同点：其一，依据从高到低排序后，各要素

分效应排位基本相同。其二，扣除类要素的不公

平效应明显高于边际税率类分效应。其三，住房

公积金扣除、免征额、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是阻
碍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三大因素，其中，尤

以住房公积金扣除为甚。其四，能缩小居民收入

差距的因素较少，只有综合所得第１级税率、医
疗附加扣除。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居民税前

收入增速、税前收入分布函数，进而影响个税的

收入差距平抑功能。但是，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对

我国居民税前收入增长率的影响较小，仅使其从

９％降至６％，前文分析显示个税的收入差距平
抑功能没有实质性变化，即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

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１．结论
基于ＭＴ指数化方法，构造了边际税率累

退效应，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２０１５）
家庭数据与 Ｓｔａｔａ１５．０软件编程法，分析了新

·２５·



胡华，等：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差距平抑功能解析

冠肺炎疫情对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

测算了四类不公平效应各边际税率、各税前扣

除的分效应。

（１）构造与测算边际税率累退效应指数。基
于中国微观家庭数据进行测算，当税前收入增长

率为９％时，边际税率累退效应是０．００１１４９３，
仅次于平均税率累退效应（０．００２６６９１），远高
于税额累退效应（０．０００３１５７）和过度调节效应
（０．００００２８８）。若能完全消除边际税率累退
效应，个税的收入差距平抑效应（ＭＴ指数）将
提升７％；若能完全消除四类不公平效应，个税
的收入差距平抑效应（ＭＴ指数）将提升２６％。

（２）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收入差距平
抑功能的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纳税人收入

增速，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分布函数；个税与居民

收入分布函数相适应时，个税才能有效发挥收

入差距平抑功能。为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

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预测了新冠肺炎疫

情对居民收入增速的影响，预计将使此增速从

９％降至６％。分别计算税前收入增速在９％与
６％的情况下个税的四类不公平效应，发现：新
冠肺炎疫情使边际税率累退效应减少了３％，
使税额累退效应、平均税率累退效应、过度调节

效应的减少幅度都小于０．７％；但整体上看，新
冠肺炎疫情使得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的减少幅

度是０．９％。由于减幅较小，笔者倾向于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没有显

著性影响。

（３）将四类不公平效应都分解为各边际税
率、各税前扣除的分效应，以增强指向性。本文

推导将整体税率表分效应分解为各边际税率分

效应的计算公式，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

四效应都各自分解为各税前扣除、各边际税率

的分效应并计算了上述分效应。结果显示：综

合所得第１级税率、医疗附加扣除的四类不公
平效应之和是负值，即这两个要素能缩小收入

差距；其他２４个要素的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都

是正值，都将扩大收入差距；住房公积金扣除、

免征额、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的四类不公平分

效应之和较大，当税前收入增长率为９％时，上

述三要素的四类不公平效应之和占全部要素四

类不公平效应总和的比重分别是 ８５．４１％、

７．５５％、２．４５％。

２．政策启示

为促进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要求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

并提高其精准性［２３］。提高个税的调节力度并

提高其精准性，应采取如下措施。

其一，密切监控新冠肺炎疫情对个税收入

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依据以往重大突发事件

对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影响，预计新冠

肺炎疫情将导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减缓

３个百分点。据此测算税前收入增速减缓前后

的个税各要素的四类不公平效应，发现税前收

入增速减缓前后的各要素四类不公平效应没有

显著变化。但并不能掉以轻心，进入 ２０２２年

后，新冠肺炎的各种新变异病毒时有出现，在一

些国家再次引发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新冠肺炎

疫情的严重程度可能超越我国以往突发事件的

严重程度，后期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居民收入

增速的减缓作用可能会超过３个百分点，故应

实时监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及时预判其对

个税收入差距平抑功能的影响。

其二，设置住房公积金年度扣除上限值为

１７１００元。我国统计年鉴显示，２０１９年我国东

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为３８．６９％，

东部、东北、中部、西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之

比是１．６４１．１４１．０９１．００［２４］。《全国住房

公积金２０２０年年度报告》显示，全国实缴职工

中，东部地区占比５５．０６％；全国累计提取金额

中，东部地区占比达到５７．６２％［２５］。这表明，住

房公积金呈现出“穷人缴存、富人受益”的特

征。故应减少住房公积金的税前所得扣除额，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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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我国人均公积金缴存额是１７１００元，应

以此确定住房公积金年度扣除上限值，年度住

房公积金超过１７１００元的部分不予扣除。

其三，构建累退型免征额制度。现行个税

制下免征额为６万元／年，一视同仁的制度有助

于免征额制度的实施，但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为此，可借鉴英国个税制的经验，推行累退型免

征额制度。英国个税制规定：２０２２—２０２３财年，

个人免征额是１２５７０英镑；当纳税人收入超过

最高限额（１０万英镑）时，个人免征额＝１２５７０－

（收入 －１０００００）÷２；当收入超过１２５１４０英

镑时，个人免征额清零［２６］。最高限额是个人免

征额的７．９５５倍，此倍数乘以我国年免征额（６

万元），可得４７．７３万元，为便于纳税人记忆，可

将最高限额设定为５０万元。因此，当我国纳税

人年收入超过５０万元时，免征额将减少，计算

公式为：免征额＝６００００－（收入－５０００００）÷

２，当年收入超过６２万元时，免征额清零。

其四，重构综合所得累进税率表。各税制

要素中，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的四类不公平分

效应之和位列第三，综合所得第２、３、５、６级税

率的四类不公平分效应之和也比较高。应对此

问题的方法是重构综合所得累进税率表。可将

现行综合所得的第２、３、４级税率税级距合并，

统一采用１０％的税率；将现行综合所得的第５、

６级税率税级距合并，统一采用２５％的税率；将

现行综合所得第７级税率（４５％）的税级距提

高至１５万元。具体建议见表２。

表２　综合所得５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１ 不超过３６０００元的部分 ３
２ ３６００１～４２００００元 １０
３ ４２０００１～９６００００元 ２５
４ ９６０００１～１５０００００元 ３５
５ 超过１５０００００元的部分 ４５

　　注：年费用扣除额（免征额）是６０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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