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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目前个税的减免抵扣情况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现行个税减免抵扣政策 

自 1980 年 9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通过至今，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已经历

经了 34 个年头。从 2003 年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公布

报告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 2005 年个税免

征额1600元的政策实施，再到2007年免征额由1600

元提高至 2000 元，及至 2011 年个税免征额提高至

3500 元，可以看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我国一

直在个税征收减免政策方面做出与时俱进的努力，

但相对于税收体制更加健全的发达国家而言仍存在

较大差距，尤其是在个税征管制度中存在很多滞后

和不尽合理的问题。 

在应税收入扣除方面，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属

于分类税制，对纳税人不同性质的收入进行分类，

然后采取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扣

除。详情如下：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以及对企事业

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每月允许的定额扣除费

用为 3500 元；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允许扣

除相应的成本、费用、损失和税金；对个人劳务报

酬所得、稿酬、特许权使用所得、财产租赁所得，

按次数实行定额与定率结合的扣除方式，每次收入

在 4000 元内的，可从中扣除 800 元后作为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税金，每次收入在 4000 元以上（包含 4000

元），允许其金额的 20%作为费用扣除。 

在税金抵扣方面，我们现行的抵扣项目较少，

主要涉及境外所得税抵免和境外所得税补扣。 

在个税征收减免方面，我国现行税法中优惠政

策较为详细和丰富，其中个人所得的免税项目多达

数十项，减税政策设涉及残疾、孤老人员和烈属所

得减免、灾害减免、稿酬所得减税、外籍人员存款

减税、个人出租房屋减税等。 

（二）现行个税减免抵扣政策缺乏对纳税人个体及

家庭因素的考量 

总的来看，现行的个税减免抵扣政策考虑国家

政策性补助扶持因素较多，考虑纳税人个体真实纳

税能力较少，尤其缺乏对影响纳税人实际可自由支

配收入的家庭因素的考量，因而无法充分体现量能

征税原则和社会公平性。 

现行个税减免抵扣政策中涉及国家政策性补助

的抵扣项目较多，如各类社会公益基金、公益项目

捐赠的扣除，各类科技发明创新奖项收入的免征和

针对军属、烈属、退役军人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

而针对广大工薪阶层个人生活和家庭情况的税收优

惠政策较少，严重忽视了对纳税人实际可自由支配

收入的关注和真实纳税能力的考量。 

社会主义税收的职能之一在于通过改变社会财

富分配状况来影响不同经济主体的物质利益，进而

调节社会分配，以实现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纠正

社会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从而改善民生。因

此个税征收不仅应该单纯着眼于纳税人的收入，更

应关注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 

所谓真实纳税能力，除了纳税人的收入之外，

还需要考虑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支出需求。人类社

会的活动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因此家庭因素对一个

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影响非常显著。 比如收入水

平及收入构成基本相同的两个纳税人，如果一个是

单身而且不需要赡养老人，而另一个已婚有子女并

且需要赡养老人，两者的实际生活负担、消费能力

和真实纳税能力一定存在较大的落差。然而根据现

行的个税减免抵扣制度，两者所适用的免征额以及

税收抵扣政策却并无差异，这将导致严重的纳税不

公平，也违背了量能征税的原则，从长远角度讲也

会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和谐社会的营建造成负

面影响。 

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

告》，自 1999 年开始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21 世

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从 2001

到 2010 年是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 到 2050 是

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 到 2100 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

阶段。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已经居于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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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 世纪中期，我国 60 岁以上老人数量将超过 4

亿，然而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还处于探索和改革阶

段，其健全程度尚无法跟上我国人口老龄化步伐，

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老年人的赡养费用主要

还将由家庭承担，并成为许多家庭的主要支出项目

之一。 

在上述背景下考量我国现行的个税减免抵扣制

度，不难发现，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应税收入扣

除项目较少，标准单一，不足以体现纳税人的个体

差异，如年龄、健康程度、婚姻家庭状况，是否需

要赡养老人和抚养、教育子女等情况，忽视了纳税

人的真实纳税能力，难以体现补偿原则与公平原则，

难以满足高速发展的经济与复杂的社会状况下调节

社会收入分配、促进税收公平、改善民生的需求，

脱离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因此亟待调整和

改革。 

二、澳大利亚个税征收的减免抵扣政策及经验 

考虑到家庭因素对个人真实纳税能力的影响，

世界上许多国家索性施行家庭联合申报的个税制

度，以“家庭”做个税的征税单位，比如日本、法

国和德国等国家。 

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的个税改革也应以家庭联合

申报为方向，然而家庭联合申报制对税收信息化水

平要求较高，且无法适应我国现行的分类税制、财

产登记、收入申报等制度，因此现阶段我国个税征

收还不具备发展家庭联合申报制的条件和能力。 

因此，现阶段的个税改革更具可行性的方式，

是从增加相应的费用抵扣出发，尤其是增加家庭相

关的费用抵扣政策。在这方面，澳大利亚的个税征

收制度中许多减免抵扣政策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澳洲个税减免抵扣政策  

澳大利亚的个税征收制度中有丰富而细致的费

用扣减和税金抵消政策，涉及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

的许多层面。首先，澳洲的个税免征额为 18200 澳

元，此免征额与我国对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以及对

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每月允许的定额

扣除费用为 3500 元，性质相似，但是针对纳税人在

应纳税期间的全部收入而言的扣除数，并不对具体

收入的性质和种类加以区分。 

而在这个基本扣除数 18200 澳元之外，澳洲个

税征收制度在应纳税所得额扣除（deduction）和税

款抵消（tax offset）方面还有丰富而详细的规定。 

其中应纳税所得额中允许扣除的项目包括了生

计费用扣除和经营支出扣除，后者与我国现行税制

中的个体工商户的税前扣除规定大同小异，本文不

再赘述。而前者则涉及到为取得应税收入而发生的

费用扣除，比如应纳税所得额中允许扣除的项目包

括：与工作直接相关的交通差旅费用（vehicle and 

travel expenses），例如从一个工作地点到另一个

工作地点产生的交通花费和差旅支出；购买工作需

要的制服费用支出及相应的洗衣费（Clothing, 

laundry and dry-cleaning expenses）；与职业发

展直接相关的继续教育费用（self-education 

expenses）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甚至在这个过

程中取得的奖学金也不用算入应税收入； 

为获得收入而购买的工具、设备及其他资产

（tools，equipment and other assets）也在税法

允许的费用扣除之列。 

另外，需要抚养子女的纳税人，如果因为工作

需要无暇照顾子女，允许其在应纳税收入中扣除聘

请保姆照顾子女的费用。 

这类费用本身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所占的比重通

常不大，乘以相应税率后产生的税款金额也不会太

高，但诸如此类的费用扣除政策却对纳税人充满了

人性化的关怀，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 

不仅如此，澳大利亚在税款抵消方面的优惠政

策更多的关注到了纳税人的家庭情况，比如： 

1.有关家庭赡养的税金抵扣 （taxpayer with 

dependants） 

如果纳税人有赡养家人的负担，可以申请相应

的税金抵扣，此处的被赡养人需要符合相应的规定，

比如是残疾人或者残疾家属或子女、年满 16 周岁兄

弟姐妹的全职照料人，并同时是纳税人的配偶、父

母、子女、年满 16 岁的兄弟姐妹，以及配偶的父母

或者年满 16 岁的兄弟姐妹。供养配偶最高可抵消

2286 澳元的税款，赡养无收入来源的父母最高可抵

消 1676 澳元的税款。其中具体的抵扣金额还将跟随

具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每年进行调整。 

2.儿童看护者税金抵扣（Child-housekeeper  

tax offset） 

如果纳税人没有在偏远地区税金抵扣和海外兵

役税金抵扣项目中申请过此类抵扣，或者纳税人家

庭年度应纳税收入低于 15000 澳元，则可针对雇佣

保姆看护儿童的费用申请相应的税金抵扣。 

3.有关医疗费用的税金抵扣（Medical Expenses 

tax offset） 

纳税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可享受医疗费用税

金抵扣：一，如果纳税人在 2012-2013 的纳税年度

曾经享受过此项医疗费用抵消，则本年度可继续享

受同等税金抵扣；二，如果纳税人不符合一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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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则只可申请与残疾人救助、残疾护理和老年

护理相关的医疗费用支出。此外，因医疗费用支出

较高，而抵扣金额有限，未用于本年度税金抵扣的

部分费用可以在未来的纳税年度继续使用，

2014-2015 年度符合抵扣政策的医疗费用支出一直

可以使用至 2018-2019 纳税年度。 

此项税金抵扣的具体金额分个人和家庭两种情

况。对于个人而言，年度应税收入在 88000 澳元以

下的，其医疗花费超过2162澳元的部分可以申请20%

的税金抵扣，而年度应税收入在 88000 澳元以上的，

其医疗花费超过 5100 澳元的部分可以申请 10%的税

金抵扣；对于家庭而言，年度应税收入在 176000 澳

元之内的，其医疗花费超过 2161 澳元的部分可申请

20%的税金抵扣，年度应税收入在 176000 澳元以上

的家庭，其医疗花费超过5100澳元的部分可申请10%

的税金抵扣。 

此处所说的医疗费用不仅可用于纳税者本人，

配偶和子女（无论他们是否有工作），纳税人的父

母以及配偶的父母，还包括其他年龄在 21 岁以下、

需要由纳税人养育、收入在一定标准之下、非学生

的家庭成员，和年龄在 21 岁到 25 岁之间、需要由

纳税人抚养、收入在一定标准之下的正在上学的家

庭成员，甚至还包括不能自理的亲属以及符合特定

要求的儿童保姆。 

4.低收入者税金抵消 （Low Income Earners tax 

offset） 

如果纳税人收入低于一定标准，或者只从事兼

职工作，则可适用于低收入者税金抵消条款。 

5.高龄工作人士税金抵扣（Mature Age Worker 

tax offset） 

在 2014-2015 年度，如果纳税人生于 1957 年 7

月 1 日之前（即年满 58 岁），且该年度净收入低于

63000 澳元，则适用此项税金抵扣，最高可抵扣金

额为 500 澳元。 

（二）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  

由上可见，澳大利亚个税体系有着详尽而精细

的费用扣除和税款抵消政策，以个人为纳税单位，

同时充分考虑了纳税人的个体情况及家庭情况，因

人因地制宜，而我国现行税制在考虑纳税人具体情

况方面则欠缺灵活性和适应性，税收优惠政策中缺

乏对纳税人个体生计和家庭情况的关照。诚然，由

于社会体制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存在差距，

照搬澳大利亚的经验显然不切实际也无法发挥有益

功能，但是澳大利亚个税体制中的费用扣除和税款

抵消政策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现阶段个税改革

应从健全和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制度入

手。比如，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可以考虑增添的费用

扣除或者税款抵扣项项目有如下几个方面： 

1.家庭赡养费用 

此处的赡养对象，可以包括父母、未成年或已

成年但仍在上学的子女、未就业的配偶以及特殊情

况下的其他家庭成员。前面已经阐述过，因社会人

口老龄化及生育政策的调整，导致我国家庭人口结

构发生剧烈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作为家庭主要收入

来源的纳税人在赡养家庭方面需要的支出大幅度增

加，个人实际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严重缩水，纳税者

个人及整个家庭的消费能力都严重被削弱。如果没

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给予支持，任此情况长期发

展，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都将处于低迷状态，阻碍

社会经济整体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2.子女教育费用 

我国中小学阶段属于义务教育，相应的费用支

出不算太多，可把优惠政策的重点放在支出较高的

高等教育费用上。在个税征收问题上制定针对子女

教育费用的优惠政策，不仅有助于减轻纳税人的经

济负担，而且有助于促进教育消费的增长，从长远

看也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实为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 

3.医疗费用 

虽然现行个人医疗费用支出有一部分可以通过

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医疗保险或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等形式报销，但仍有相当数额的费用需要个人负担。

伴随着近年来医疗改革的持续进行，医疗费用的增

长速度超过了多数家庭和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医

疗费用对纳税人的实际纳税能力的影响之大，使得

在税收优惠政策中增添医疗费用扣除或税金减免的

需求日益迫切。 

4.与住房相关的费用 

随着福利分房时代的终结，我国开始了货币化、

商品化的住房制度改革。数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

增长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已是有目共睹，房产价

格的增幅和增速都远远超过了居民收入，因此与住

房相关的费用支出不仅成了大多数城镇家庭的刚需

项目，高额的首付款和房贷支出给许多家庭带来沉

重的经济负担。如果能在个税征收方面允许纳税人

申请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费用扣除或者税款抵

消，则可缓解纳税人的经济压力，也有利于社会消

费的增长。 

三、健全和完善个税减免抵扣政策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势在必行。对

于他国经验，不可生搬照抄，而应取其精华，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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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同时结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

况，循序渐进, 根据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设计相

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是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

迫切需求，而且有助于个人所得税真正发挥组织财

政收入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 

合理地设计符合纳税人真实纳税能力的个税减

免抵扣政策，通过个税征收的调节功能保障纳税人

的基本生活需要，既能减轻纳税人的生活负担，提

高个人以及整个家庭的消费能力，又能促进整个社

会的购买力良性增长，从而保证社会经济整体良性

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另外，制定人性化的个税减免抵扣政策，充分

考虑并照顾到纳税人的具体情况，如婚姻状况、基

本生计需求、家庭人口数量、成员结构、个体及家

庭成员健康状况、受教育状态等因素，有利于最大

限度缓解纳税人的家庭矛盾，进而优化个人与个人、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营建以

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都有强大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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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roblems in present personal income tax deduction policy in China,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personal income tax deduction and tax offset, this paper introduces and analyzes the experience of Australian 
personal income tax deduction management which is worth our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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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er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sting corporation's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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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is widespread in the market, it also affects the investment decisions of the 
investor and the investment behavior of the financiers in the platform of capital. It is in this understanding,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on the listing Corporation's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 China stock market.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of the investors in 
China capital market has the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listing Corporation's investment efficiency . 
Key words: listing corporation; investment efficiency; information asymme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