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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税制结构现状,分析了税制结构给居民收入分配带来的货劳税调节作用、

所得税调节作用、财产税调节作用、间接税对初次分配的调节、直接税对再分配的调节等。围绕税制

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货劳税政策调整、所得税政策调整、财产税政策调整等方面,就促进税收入分配

公平的财政税收政策调整与优化策略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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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tax system structure, and analyzes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the tax system structure on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including goods and labor tax, 

income tax, property tax, indirect tax on initial distribution, and direct tax on redistribu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overall approach to optimizing the tax system structure, adjusting the policies of goods and labor tax, 

income tax, and property tax, and explores the adjustment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to 

promote fair distribution of tax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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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便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调

整与改革。税收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反映了国家主权以

及国家权利,也是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另外也是

推动国家生产流动以及国家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关键。税收

制度作为国家确定的课税方法的总称,其通常由税收主体、税收

客体、税率、违章处置等组成。只有税收制度高度符合国家实

际情况,才能充分保障其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促进财政资源的合

理与有效分配,确保财政收入足够公平,切实改善政府财政状况

以及助推社会良好发展。 

1 我国税收类别及其现状分析 

就目前来看,我国税收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其一为货劳税,

即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出口退税组成,而增值税则是货

劳税的主要收入来源,通常占比为60%左右。其二是所得税,主要

包含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而企业所得税是所得税的主要收

入来源,通常占比为70%左右。其三为财产税,即由房产税、城市

房地产税、契税、车船税等税种组成,而契税则是财产税的主要

收入来源,通常占比为40%左右。另外我国税制结构也可划分为

直接税收与间接税收两大类,其中后者占比更大。近年来,持续

推动直接税比重提升、协调直接与间接税收比例已然成为税制

结构优化的一大方向。 

2 收入分配中的财政税收作用 

2.1货劳税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货劳税具有征收范围大、税源普遍、收入稳定的特点,其也

是我国税收的主要收入来源。中低收入者人群多为劳动所有者,

高收入者人群多为资本所有者,这意味着货劳税的征收会导致

劳动所有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降低,相对的资本收入会有所提

升。其中增值税作为具有征收普遍、税收负担 终由消费者承

担的价外税和间接税,其具有税负转嫁的特点,自然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劳动者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消费

税作为只针对特定消费品征税、对生活必需品不征税或少征税

的税种,其对低收入群体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影响较小,与之对应

的高收入群体会受到较大影响,这可能使得消费税能对劳动收

入份额的分配呈现正向影响。就目前来看,货劳税对劳动收入份

额主要呈现逆向调节作用,同时会对资本收入份额呈现正向调

节作用。 

2.2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所得税作为同时对资本与劳动进行征收的税种,其对企业

技术创新、企业资本深化程度以及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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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明显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会对企业技术创新造成影响,

通常税率降低使得企业能将更多资金用于研发,同时也能增加

股东收益以及扩大企业投资。而企业在所得税降低的影响下迈

向资本偏向型技术创新,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

额降低。 

2.3财产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财产税会影响人们财产的存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增强财

产流动性,有利于财富转化为投资,从而推动投资率提升,导致

资本投入比受到影响,资本边际收益会有所增加。财产税有利于

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整与优化,使得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2.4间接税对初次分配的作用 

居民原始收入在直接税的作用下会形成居民可支配收入,

之后在消费支出的过程中受到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的作用

并形成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 终并流向居民储蓄与居民投资。

其中增值税作为间接税的主要税种,其能在商品流转过程中避

免重复征税。增值税的征收会通过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转嫁到消

费者身上,即消费者是增值税的 后承担着。具体来看,单个企

业的销项税和进项税之差额即为企业应当缴纳的增值税额。增

值税会对生产增值额进行征税,从而会对居民收入造成影响。增

值税变动会对居民原始收入造成影响,而在我国税收政策不断

改革的进程中整体呈现出增值税对居民原始收入的影响效果逐

步减弱的规律,反映了我国致力于提升居民收入并减轻居民税

负压力的政策诉求。从理论上而言消费税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及

调节作用应当是 明显的,不过从实践层面来看由于消费税征

收范围与对象较为有限,导致其 终的影响效果并不能和理论

结果维持一致。整体上来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时代的持

续进步,消费税对居民原始收入的影响呈现出增强趋势,并且奢

侈品与高污染产品是消费税征税的重点所在,其有利于民生的

改善。另外“营改增”作为近年来我国税收政策与制度改革的

重点所在,其核心目的在于避免重复征税、降低企业税负、提高

企业运营效率。在“营改增”的影响下,作为 后税负承担着的

居民能享受货物或劳务的税负降低的红利,有利于居民实际收

入提升。“营改增”对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极为明显,是促进

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税收政策。 

2.5直接税对再次分配的作用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主要有财政支出、信贷、价格等形式,

在此过程中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均会发挥相应作用。

其中居民部门会通过个人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的方式向政府

部门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部门则会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居

民部门进行收入再分配；企业部门会通过企业收入税、社会保

险的方式向政府部门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部门则会通过转移

支付的方式向企业部门进行收入再分配。而从整体上来看,直接

税对再分配的影响传导过程表现为居民原始收入会产生个人所

得税以及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同时个人所得税能与企业所得

税组成政府部门财政收入,企业净利润则会通过分红的方式成

为股东股利并影响居民原始收入,政府部门财政收入会通过转

移支付的方式成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另外个人所得税的部

分也会直接纳入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具体来看,居民原始部门

收入由工资性收入与股东红利、利息收入、地租收入等财产性

收入共同组成,并在征缴个人所得税后成为居民部门税后收入。

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变动,会使得居民部门缴纳个人所得税

前后的差异有所变化。至于企业所得税的增加会降低,会直接导

致企业净利润有所变化,进而影响股东红利,从而对居民收入造

成影响,即企业所得税增加会使得居民收入减少。 

3 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财政税收政策调整及优化

策略 

3.1明确税制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 

一直以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都是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及优

化的重要目的。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为重点,对税制结构优化总

体思路加以明确,能为具体的税收政策调整带来正确导向和有

力支持。首先,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

关键在于公平性、公正性,这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

也是满足群众强烈诉求的重要体现。税收制度作为调节收入分

配过程的重要制度,其都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十分明显。目

前我国再分配调节机制并不完善,和不少发达国家依旧有着明

显差距,这导致居民收入差距并不能得到有效改善。故而从宏观

层面来看,强调公平优先无疑是税制结构改革和优化的重点所

在,其能从社会现实出发推动收入分配公平,尤其能强化再分配

调节机制的正向作用。而在强调公平的同时,税制结构的优化还

需要关注效率,譬如降低企业税负、释放企业发展活力便是重点

所在,尽可能在推动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减轻对再分配调

节效率的影响。其次,强调均衡。税制结构不够均衡历来都是我

国税收政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基本问题,货劳税占比过高、所得

税占比偏低的同时财产税并不完善。针对这一现状,以促进收入

分配公平为核心目标的税制结构优化自然需要强调均衡,既要

适当降低货劳税比重,又要逐步提升所得税比重,更要对财产税

体系加以健全,进一步强化税制结构的收入分配功能。 后,针

对性优化税制结构。税制结构的优化需要联系实际,但凡脱离实

际必然会对税收政策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和作用。只有从实际

出发,同时对资本与劳动进行综合考量,尽可能协调二者在收入

分配调节机制中的关系,同时考虑区域收入分配影响的差异性

进行因地制宜地调控。于东部地区着重降低货劳税、改善所得

税的收入分配效果以及强化财产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于中

部地区着重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对资本的税收比例；于西部地区

着重规划所得税与财产税的征管,而对货劳税的控制力度则可

适当减弱。 

3.2货劳税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货劳税作为目前税收体系中占比 大的税类,其在调节居

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极为明显,尤其体现在增值税与消费税

上。其中增值税会直接影响商品价格为以及货劳税的收入分配

效果,需要着重围绕税率探索相应的税收政策调整与完善策略。

在完成“营改增”改革任务的基础上,我国需要进一步推动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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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基本税率降低,从而起到降低消费品价格、缩小居民收入分

配差距、缓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释放更大消费活力等作用。

而且从实践层面看,当下我国和周围国家相比增值税基本税率

有着一定的下调空间,相应的可操作性良好。另外增值税政策调

整还需着重关注生活必需品的税率调整,针对性地降低税率以

确保生活必需品消费不会对居民尤其是低收入者带来过大的负

担与压力。至于消费税政策的调整与优化则需重点关注课税范

围和税率结构。一方面,合理扩大消费课税范围,将税基宽广、

消费普遍的奢侈型消费品和环境奢侈的高档休闲娱乐行为等纳

入其中,同时根据经济与时代发展将部分不再被视作奢侈品或

奢侈消费行为的课税取消掉；另一方面,对包括不可再生与替代

的资源类产品、贵重首饰与珠宝玉石、高档娱乐休闲活动等在

内的消费税率进行提高,同时适当降低低档白酒和卷烟等的税

率,真正做到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消费税政策。 

3.3所得税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基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所得税政策调整应同时关注个人

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其中个人所得税相关政策制度的调整主

要体现在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设置合理的费用扣除

标准、逐步推进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征收模式、简化个人所得

税的税率级距以及扩大低税率级距的适用范围等方面,从而在

不断完善税收制度的过程中提高征管水平以及改善居民收入分

配,促进公平的实现。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制度的调整需要着眼

于为中小微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通过降低中小微企业法定

税率、延长亏损结转时间、针对部分特定企业税前扣除计提投

资风险准备金、基于优惠政策对特定企业进行定期减免税、允

许符合条件的企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基于股权资本利

得的再投资符合条件企业的行为给予退税优惠等方式,全面减

轻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型企业所得税压力,从而促进居民收入分

配调节与公平。除此之外还可通过所得税政策调整加大对农业

产业化发展、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

进一步强化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4财产税政策的调整与完善 

基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财产税政策调整应着重关注房地

产税。实践中需要以明确收入分配的功能定位、短期谋划与中

长期设计相结合、严格落实税收法定为基本原则,全面加快推进

立法改革,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改革税收及证范围,科学优

化计税依据,建立差别税率体系,从多个维度强化房地产税对促

进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作用。具体而言,房地产税政策的制

定、出台与实施需要以立法先行为基础,做到充分授权和分步推

进,给予地方因地制宜优化政策和自主征收的权力,同时加强财

税整合以实现持续发展。 

4 结语 

综上可知,做好税收政策制度改革与调整工作,能为收入分

配的公平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政府部门需要从实际出发,以理

论研究为基础,准确把握税制结构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情况,

并针对不同税类政策进行科学调整与合理优化,不断完善税收

政策制度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良好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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