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产税是恶法吗？此文刷新你的认知

PMDHK旧贴文：2017年12月13日

所有人都将会被征收遗产税吗？
如何才能避缴遗产税？
西方国家已经纷纷在取消遗产税，
我国还有必要出台吗？
遗产税会在何时开征？
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遗产税？
......

遗产税是一个既受各界重视，又饱受各界争议的税种。

一方面它在社会治理和经济调整方面具有非同一般的工具意义，另一方面各类利益群体对其有持
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或欢迎或反对，每次对遗产税的讨论均在社会上引起普遍关注，甚至较大的
争议。

  
因此，有必要厘清对遗产税的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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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遗产税的背景情况

作为一个古老的税种，遗产税起源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近代的遗产税则始于1598 年的荷
兰。迄今世界上已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荷兰于1598 年开征遗产税，随后英国(1694 年)、法国(1703 年)、意大利(1862 年)、日本
(1905 年)、德国(1906年) 、美国(1916 年) 等国先后开征了遗产税。

近几十年，遗产税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纷纷停征，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相继
停征了遗产税。有些国家和地区则调高了遗产税的起征点，例如美国，或者调低了遗产税的最高
税率，例如台湾地区。
    
我国在民国期间曾经于1938 年发布《遗产税暂行条例》，并于1940 年正式开征遗产税。之后
随着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遗产税也保留在台湾地区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1 月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规定全国设立14种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其
中就包括遗产税，但鉴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没有开征。此后，在1953 年进行的税制修正中遗产税
被取消。
 
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各国遗产税无一例外都给纳税人提供了保险、信托、慈善、限额赠与等各
类避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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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国台湾地区首富蔡万霖过世后遗留下庞大财产，他的子女本来应当缴纳700 多亿元新台币
的巨额遗产税金，但蔡万霖早已通过合法的节税管道，使其后代需缴的遗产税金大概只有几亿元；
台湾新光集团创始人吴火狮去世时留下数百亿元遗产，因为有了遗产信托，继承人仅缴纳了2 亿
元遗产税。
 
同时，各国、各地区遗产税均规定了一定数目的免征额，使遗产税仅适用于富人阶层。

例如美国遗产税的免征额是500 万美元，我国台湾地区遗产税的免征额可达1200 万新台币，赠
与税免税额达到220 万新台币。但是，各国遗产税对生前赠与总额作出限定。也就是说，无论是
否提前将房产过户到子女名下，一旦赠与金额超过法律规定的限额，其赠与财产也都要缴纳遗产
税或赠与税。

遗产税的社会意义大于财政意义

许多人把遗产税看成恶法，认为是政府与民争利。其实这种看法非常片面。
 



其实，遗产税是各国发展历程中普遍采取的社会财富调节工具，历史验证其作用是积极的。
 
遗产税最重要的作用在于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一是刺激财富积极增长。
 
高储蓄率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而我国采取的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手段，
往往是行政性、阶段性的，遗产税的推出，可以促使富人主动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投资，其保有
财富的方式也会从静态转为动态，这无疑将进一步增加经济活力。
 
二是调整经济发展结构。
 
遗产税催生了律师、会计、保险、投资、消费、咨询、财富管理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第三
产业发展和创新，这正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需首要解决的问题。
 
三是平衡社会心理。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高额遗产税的存在可以缓解他们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焦虑。
 
应当明确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征收遗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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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征税面（被征税的人口比例）上看，世界各国遗产税的征税面一般为2% 到5%，如日本为5%
左右，英国不足5%，美国不足2%。有学者指出，中国遗产税的征税面可以考虑暂设定在1% 到
2% 的范围以内。

 

发达地区取消遗产税 
        不妨碍我国开征遗产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取消遗产税。
 

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的遗产税在2005 年取消了于1915 年起征的遗产税，台湾地区也在2008 年
将最高遗产税率50％大幅调减为10% 的单一税制，同时将免税额由原来的779万元提高到1200
万元，可扣减额度由111 万元提高为220 万元。
 
美国则先后出台了短期取消遗产税的措施，最终将遗产税的免税额度从50 万美元提高到500 万
美元。
 
有人认为，既然别的国家都在取消遗产税，我们是否就不必考虑征收遗产税了？其实这是对遗产
税不了解所导致的认识误区。
 
遗产税不是一个简单的用来收钱的税种，它具有很独特的社会意义，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遗
产税是必须要有的。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当它们已经度过了这些阶段的时候，遗产税的积极意义不
太明显，则可能予以取消或调整。但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正好处于需要遗产税的时期，则不应当
因此而不出台遗产税。

打个比方，一名小学生不能因为大学生已经毕业了，不再上课了，就拒绝去上中学。该上的课，
还是要上的。

遗产税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遗产税在税收总额中所占比重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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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国台湾地区遗产税和赠与税在总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不过2.4%；2011 年美国遗产税
和赠与税总额657238 万美元，占税收总收入额0.3%，如果再将赠与税额扣除，真正的遗产税对
国家税收的贡献可谓微乎其微。不但如此，在一些国家，遗产税的征税收入甚至比不上其征税成
本。
 
即便如此，遗产税仍然是各国在历史发展中的一项必然选择，因为其存在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其
财政意义。
 
遗产税可以调节消费、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平衡。
 
高额的遗产税使得上一代不敢储蓄，因为储蓄的财富越多，子女们承担的税负也越重，并导致家
族财富严重缩水，因此这项税收可以促使人们消费或者投资、抑制储蓄，减少发生继承时的遗产
总额。
 
遗产税使得富人们不得不提早进行税务筹划，为此催生了相关的律师、会计、投资和咨询等新型
服务，使得遗嘱、保险、生前信托、遗产信托等财富管理行业更加繁荣。
 
遗产税还能够鼓励参与慈善事业。征收遗产税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其税制都允许对慈善捐赠的
财产免于征收遗产税，纳税人可以通过慈善捐赠，减少自己应纳税的财产量，降低其遗产税负
担，同时推进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美国国税局的数据显示，1998 年总遗产超过2000 万美元
的应纳税遗产中，平均慈善捐赠1320 万美元。
 
此外，遗产税可以限制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遗产税使得富人家庭出身的子女，不会坐享父辈留下
的大笔财产，避免富人越富，穷人越穷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
 
从历史经验看，人均GDP 超过1 万美元，人均年收入超过3000 美元，是开征遗产税的门槛。根
据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

我国已经具备开征遗产税的条件

从国家的部署看，实施身份证法、实施金税工程、实行储蓄实名制、通过物权法、进行报税
征收、试点房产税、个税调整、不动产登记，一系列动作都有助于遗产税的实施。
 
1988 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要研究开征遗产税。在1994 年实行的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财政管理
体制改革中，遗产税被重新设立。随后，遗产税立法目标被写进1996 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批准的“九五”立法工作计划，1997 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199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提出要
开征遗产税。
 
200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 草案)》公布。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
五”计划和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提出开征遗产税问题。2013 年，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
学院副院长刘桓对外透露，征收遗产税曾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草稿。
 
遗产税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具足，即使在征税环节上还有漏洞，也不妨碍遗产税的开征。
 
但是，开征遗产税将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极大影响，而房地产价格可以说牵一发动全身，不仅影响
房地产市场，而且也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应当评估该影响与国家经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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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抓住遗产税教育的重大机会 
        为正式开征营造社会氛围

我国现行《继承法》在起草过程中曾经将遗产税写入草案，后来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的原因，
在正式审议和通过时删除了相关条款。

 
 今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民法典·民法总则》，同时，按照全国人大的部署，《民法分则》一共分

为五篇，其中第五篇继承篇将在2020年完成编纂。可以预见，继承篇的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和
通过将引起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这既是一次全民参与立法的良机，更是一次全民教
育的良机。
 
因此，在《民法典·继承篇》草案中加入遗产税的有关规定，并在修法过程中进行积极探讨，必将
提高社会各界对遗产税的认识。
 
同时，将遗产税写入继承篇并不意味着立即开征遗产税，但既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遗产税的合法
性，也有助于营造正式开征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