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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1999年11月恢复开征利息所得税后的近八年间，人们一直在观察和感受利息

税所引起的各种变化.时至今日，宏观经济坏境与八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转交，利息税再次成

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对开征利息税的得失

引起了激烈争论。通过分析利息枕的正负效应，深刘揭示了我国利息说产生负效应的因紊，特

别弧调了利息税正在放大马太效应，镇重提出了取消利志祝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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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税全称为“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

税”.1950年，我国颁布《利息所得税条例》，规定

对储蓄存款征收利息税。但当时人均收人较低，在

“社会主义没有税”的口号指引下，1959年停征了

利息税。1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个人
所得税法》和1993年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再次

把利息所得列为征收项目。但是针对当时个人储

蓄存款数额较小，物资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为了

鼓励居民储蓄，对储蓄利息所得再次作出了免税的

规定。1999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到了6万

亿元，为了拉动内需，刺激居民消费，当年8月30

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个人所得税法》

修正案，取消原有《个人所得税法》中储蓄存款利息

所得免征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作出决定，从1999

年11月1日起，开征税率为20%的利息所得税.

    一、利息税的正负效应扫描
    对储蓄利息征税是国际上普遍的做法，也是建

立在一般税收理论基础上的税收体系的组成部分。

从税收理论与我国开征利息税的实际结合来考察，

利息税的正负效应总体表现大不相同。

    1、利息税的正效应

    首先，促进消费和投资观念的转变。从理论上

讲开征利息税可以具有收人效应和替代效应，替代

效应会减少储蓄，进而促进当前消费或者对其他金

融工具的投资。至于收人效应对储蓄的影响是不

确定的。在我国，由于居民的防灾、防病、养老、住

房、子女教育等未来消费具有刚性.使得个人对储

蓄的偏好较高，储蓄意愿强劲，储蓄对税收的弹性

较小.资料表明，开征利息税，储蓄增长速度虽有

所放慢，但储蓄数额仍在继续增加。替代效应与收

人效应强弱对比之差为总效应，无论总效应最终表

现为替代效应还是收人效应，都会促进消费和投资

观念的市场化转变。

    其次，稳定的财政收人来源。个人储蓄利息税

是财政收人稳定的来源。1999年至2o04年五年
中利息税的征收总额为1329.76亿元，平均每年增

加财政收人260多亿元.2。。6年全国财政收人3.

归万亿元，其中利息收人为400多亿元，约占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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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1%。利息税是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部分，占
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

    再次，完善税收结构.完善的所得税结构，是
将全部所得均纳人应纳税所得额.如果利息所得

游离于应纳税所得额之外，就无法实现所得税的横

向公平。因此利息税及其配套的遗产税、赠与税均

应列人开征范围。

    最后，促进我国税收制度和金融制度与国际接

轨。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对储蓄存款

利息所得征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开征利息税

使我国税收和金融制度向与国际接轨的目标前进

了一步 。

    2、利息税的负效应

    首先，与复恢开征的初衷相悖。开征利息税是

效仿国外，原本降低居民储蓄存款，把高额居民储

蓄这只“笼中虎”赶到市场上来:启动消费、拉动内

孺;调节个人收人差距。规范税制，增加财政收人

等。但从实际情况看，开征利息税之后，居民的储

蓄非但不减反而激增，甚至在出现“负利率”的情况

下，也是有增无减，毛储蓄率(国内生产总值中没有

立即消费的百分比)超过50%。中国人民银行统

计的数据显示，2000年1月份，我国居民储蓄存款

余额首次超过6万亿元。2o04年跨越了12万亿

元。到2o06年突破了场万亿元。与此同时，消费

因居民储蓄余额的攀升而削弱.无论是消费倾向还

是边际消费倾向都明显下降，消费率持续偏低，
1999年为45.5%，2003年为55.5%，2004年为

54%，2005年为38.2肠，这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消费率，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70%的消

费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增速长

期慢于GDP增速。

    其次，居民存款结构发生了变化。实践表明，

储蓄已由长期存款转向活期和短期存款，这增加了

银行“存短贷长”的潜在风险.征收利息税之后。
我国储蓄存款虽然有增无减，但因存款结构向短期

化和外币化发展，实际上商业银行的增量资金正隐

性减少，这对投资和整体经济产生间接影响。同

时，作为扣缴义务人，征收利息税增加了商业银行

的成本费用。这些负面影响都加大了金融风险.

虽然利息税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人，但仅占国家财
政收人的1%一2%，与此同时，还有缩减的趋势。
    再次，逃税和避税问题严重，加深了居民收人

分配不公的程度.我国在银行存款的储户多数是
中低收人者。一般来说中低收人者的实际消费倾

向大于实际储蓄倾向，中低收人者的消费倾向又大

于高收人者的消费倾向。提高中低收人者的收人，

有利于促进消费。而利息税以利息所得为课税对

象，是对收人的再分配.由于我国按比例20肠的税

率计征，没有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随着利息所得

额的增加而提高税率，导致中低收人者的相对税收

负担比商收人者重。而且高收人者有能力消费和

投资，很容易找到比银行存款回报率更高的渠道使
资本迅速增值。由于我国利息税法不完善，存款大

户有条件通过各种手段逃税和避税，更加剧了税负

的不公平。而中低收人者无法承受较高的风险只

能存银行生息。利息税负的主要承担者是中低收

人的工薪阶层。在中等收人者和低收人者间的再
分配不是开征利息税的预期效果，违背了税负纵向

公平的原则。

    最后，利息税正在放大“马太效应”。老百姓存

款利息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富人百万元千万元买信

托及投资理财产品却可以免税，不难看出利息税加

大了贫富分化。工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占有很大

的比重，股票市场投资环境不稳定，大家不敢玩，房

市火爆大家玩不起，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在消耗着百

姓的资产。但是钱存在银行里总有人去用，那么是

谁在向银行借钱“以钱生钱”呢?有媒体披露:一年

以前，我国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金额高达1.71

万亿元。至于有多少是正常用于自住房的按揭贷

款，有多少是炒房贷款尚不得而知.少数人以银行

贷款“炒房”获取暴利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重庆市
八大富豪七个搞房地产)，然而“妙房”获得的资本

收人有没有征收个人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呢?

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转让房地产所得属于财产转让

所得的范畴，按规定应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税.

但令人惊讶的是.“妙房”获得的巨额资本收人的税

收大量流失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

工薪阶层将靠劳动所取得的收人要交纳个人所得

税，将税后余额存进银行，提取时必须扣缴20写的

利息税.而先富者与投机人群从银行以低利息借

贷了“中低收人人群”的存款，并将其中相当一部

分用于“炒房”等资本性运作，不仅让普通工薪阶层

饱尝高房价之苦，而且“妙房族”获得的暴利竟然可

以不用缴纳“资本利得税”。这正是印证了《圣经》

中“马太福音”里的话:“凡有的，还要加倍地叫他多

拿;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样的个人所

得税征收现状产生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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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利息税负效应产生原因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利息税的替代效应在我国较

弱。当居民进行储蓄时，一方面，开征利息税会增

加储蓄成本，而居民为保持效用和福利水平不变，

就会减少储蓄增加现期消费，此为利息税的替代效

应;另一方面，开征利息税相对降低了未来的实际

收人，收人的降低可能直接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而

减少了储蓄，也可能由于居民为了保证实现既定的

未来消费目标而增加储蓄。这取决于个人的偏好、

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储蓄收益率的大小，此为利息税

的收人效应。也就是说，替代效应必然使储蓄减
少，而收人效应对储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般而

言，人均收人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替代效应较强.

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收人增长缓慢等因素，使得收

人效应较强。在我国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

人们的防灾、防病、养老、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依

然困扰，再加上中华民族固有的“勤俭持家”的传

统，使储蓄意识具有刚性特征，而对税收的弹性较

小，利息税的开征与利率和税率的变化对储蓄都不

会产生很大影响。实践证明，我国利息税预期的宏

观经济效果没有实现。究其原因，主要是:首先，由

于对利息税替代效应的预期较高，收人效应实则较

强;其次，比例税率无法完全实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我国利息税采取分项计征，税收数额取决于其储

蓄存款的多少，而储蓄存款的多少并不能体现纳税

人在所得税方面的纳税能力;我国利息税采取比例

税制，而比例税率不论课税对象的数额大小.均按

同一比例征收，使得对于同一课税对象的中国中低

收人者和高收人者的负担相同，有悖于量能纳税的

原则，税负分配失去公平.中低收人者的税收负担

实际上远远重于高收人者。因此，我国利息税不能

保证个人总体税负纵向公平，实际上只是在中低收

人者之间的收人再分配，并不能影响高收人者。
    从制度上看，首先，我国社保体系还不健全，保

障能力较低，个人只能通过储蓄来发挥社会保障的
功能。其次，我国的金融体制尚不完善，资本市场还

欠发达 ，缺乏向正规金融市场投资的渠道，股票市

场投资环境不稳定，债券市场规模有限，品种单一，

发行的限制条件较多，缺乏储蓄的替代手段，故储
蓄是多数居民不得不选择的投资方式。再次，完善

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还应包括照顾低收人者的税收

优惠。例如规定起征点或对符合条件的部分进行
税前扣除等。我国按比例税率课征利息税，除规定

的几项存款利息免税外，投有任何税收优惠条件.
  32

复次，近年来我国不断进行着收人分配体制、教育

体制以及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制度变迁的心

理预期对居民预期收人和支出产生影响，使居民存

款的预防性动机增强.而目前改革过程中还出现

了很多复杂的情况。开征利息税应该充分考虑这
些问题，与上述制度性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

用。最后，我国目前没有实行较为科学的综合累进

税率制和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存款实名制，

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存在一些技术性的障碍，如未实
现不同金融机构之间及其和税务之间，甚至和户籍

管理系统之间的电脑联网等。因此可以保护中低

收人者的收人水平的利息税起征点就无法确定，更

高层面上的如何监管，如何对特殊群体实行减免等

问题更是无法提及。

    三、我国利息税应当取消
    分析起来我国目前的利息税尚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利息税，不具有利息税的特定基本功能。征收

真正意义上的利息税，我国还不具备相应的环境和

条件。利息税的正负效应各不相同.两较其害取

其轻，两较其利取其重。既然我国利息税没有实现

控制储蓄率增长，鼓励消费，拉动内需的目标 ，因

此利息税应当取消。

    首先，利息税伤害了普通百姓。我们考虑一切

问题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现在银行存钱的储

户多数是中低收人者，储蓄是他们家庭理财的基本

工具，储蓄是以预防性需求为主要目标。工薪阶层

在交纳个人收人所得税之后，为应付后顾之优，把

保命钱放在银行，还要缴纳利息税，考虑通货膨胀

因素，目前存款巳经是负利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

征收利息税实在没有道理.所谓负利率即物价指数

(cPD上涨速度超过银行存款利率，导致银行存款实

际利率为负，使存在银行里的钱无形之中出现了“贬

值时。如2003年的消费价格指数在3.2%上运行，而
当时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1.98%，考虑20%的利息

税实际利率为一1.616(即1.98%xo.8一3.2%)，也

就是说 10o00元一年定期存款“暗亏”61.6元.

2004年以来，我国大多数月份实际利率为负，按目

前16万亿银行存款计算，每年至少有250亿元财

富从存款者手中悄然流失了。我国的利率不高，虽
然宏观调控压力存在，但央行在加息手段的使用上

表现得非常克制，去年以来曾上调三次存款利率，
至今一年期存款利率仅3.06%.考虑到消费价格

指数上升(主要是成本推动)将会不可逆转，正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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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D同比上涨2.7纬，其中一月
份上涨2.2另，2月份上涨2.7%，3月份上涨3.3%，

存款负利率很可能还会出现.

    其次，取消利息税，国家财政能承受得起取消

该部分的损失。去年，利息税收人为400亿元，约
占财政收人的1%。我们必须看到随着改革开放

深人推进，经济效益稳步提高，财政收人增长喜人.
“十五”期间，我国税收收人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税收收人2001年、2003年、200毛年分别突破
15000亿元、20000亿元和25000亿元.2005年超

过3。。00亿元。达到3O866亿元。五年共人库税
款1o9217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未扣除出
口退税)，年均增长19.5%，五年翻了一番多。税

收增收额2001年、2003年分别超过2500亿元、

3400亿元，2004年和2005年连续超过5000亿元.
“十一五”期间开头的2。。6年全国财政收人39300

亿元，比上年增加7694亿元。由此可见，每年取消
400亿元利息税，国家财政是足有能力消化的。

    最后，取消利息税是增加中低收人者收人，体

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有利于促进利益和谐。温

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深化分配制度

改革，既可以缓解收人差距扩大的矛盾，又可以有
效增加消费需求.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现在分配

过度向资本倾斜，出现了资本侵蚀劳动的现象，非
法暴富也大有人在，对此，征收“资本利得税”乃至

征收“垄断福利税”倒是很必要的。我国的储户多

数是中低收人者，很明显，取消利息税受益的也主

要是中低收入人群。这完全符合中央为控制贫富

分化提出的“提低、扩中、调高、打非”的“八字”方针

要求，是实现利益和谐，促进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

会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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