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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作为老龄化程度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其老龄化进程较中国提早了约三十年，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其中，日本的继承税制对于应对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

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也针对应对老龄化问题对继承税进行了多次改革。日本继承税在鼓励高龄

者将资产提前转移至后辈，促进经济发展和消费；提高财政收入，促进财富再分配；缓解代际贫富差距；

促进社会和谐及团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严峻的现实情况下，了解日本政府的

继承税制度，对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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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ountry with one of the highest levels of aging in the world, Japan’s aging process is about 30 years 
earlier than China’s, and it has accumulate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coping with aging. 
Among them, Japan’s inheritance tax system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ping with a serie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ven political problems caused by aging, 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carried out 
a number of reforms of the inheritance tax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oblem of aging. Japan’s inher-
itance tax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couraging senior citizens to transfer their assets to their 
descendants in advance,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umption, raising fiscal revenues, 
promoting wealth redistribution, alleviat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wealth gap, and promoting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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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y and solidarity. Under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reality of aging in China, 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government’s inheritance tax system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China in coping 
with the aging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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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人口结构的不断转变，老龄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挑战。其中，日本作为老龄

化程度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其老龄化进程较中国早了约三十年，因此在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社

会乃至政治问题上，日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在众多应对策略中，日本的继承税制显

得尤为突出，成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工具之一。日本政府针对老龄化问题，对继承税制度进行了多

次改革，旨在通过税收政策的调整，鼓励高龄者将资产提前转移至后辈，以促进经济发展、刺激消费，

并提高财政收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些改革不仅有助于缓解代际贫富差距，还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及

民族团结具有积极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了解并借鉴日本在继承税制度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无疑

对于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日本继承税制度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

的作用，以期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日本老龄化的影响 

根据国际社会标准，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7%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志，达到 14%为

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志，达到 20%则为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标志[1]。日本早在 1970 年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就达到总人口的 7.03%，达到了老龄化的社会标准。截至 2024 年 9 月 15 日，日本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数量已经攀升至 3625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 29.3% [2]。日本老龄化对社会稳定产生了显著

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挑战也包括机遇，但总体而言，老龄化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不小的威胁[3]。 

2.1. 劳动力短缺与产业结构变化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这限制了日本经济的增长潜

力，因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老龄化可能使劳动生产率下降，老年劳动力可能面临身体

机能下降、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减弱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放缓。 
老龄化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一些传统行业如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而服

务业、健康产业等则可能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这种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导致就业市场的动荡和不稳定。 

2.2. 社会保障压力增大与财政失衡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金支出不断攀升，给公共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导致政府不得不提

高税率、削减其他公共支出或增加债务来填补养老金缺口。老年人口对医疗和护理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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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这进一步加大了社会保障系统的压力。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否则可能导致社

会不满和不稳定。 

2.3. 独居老人和认知症患者增多与社会关怀缺失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独居老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些老人往往缺乏足够的照顾和关爱，将

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和心理健康问题。认知症(如阿尔茨海默病)在老年人口中较为常见，随着老年人口的

增加，认知症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需要更多的社会关怀

和支持。 

2.4. 社会阶层固化与代际不平等 

老年人口往往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而年轻人则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这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加剧，

影响社会稳定。老龄化还可能导致代际不平等问题的加剧。由于老年人口对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需求

增加，政府需要削减对年轻人的投入，如教育、就业培训等，从而加剧了代际之间的不平等。 

2.5. 影响民族团结 

老龄化可能引发对传统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如家庭观念、孝道等，这会在不同代际之间产生

分歧。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可能面临挑战，这将会影响到不同民族之间的文

化认同和融合。老龄化还会导致对移民和外国文化的态度更加保守，从而不利于民族团结。 

3. 日本继承税制的内涵及改革 

3.1. 日本继承税制的内涵 

日本继承税，又称继承税或遗产税，是指日本政府对遗产继承所征收的税，经历了从总遗产税制到

相续税制，再到遗产税与赠与税并行制度以及分遗产税制的演变过程。其征税对象是纳税人由于继承或

遗赠取得的财产总额，其中允许扣除被继承人的现有债务、丧葬费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日本

采用的是分遗产税制，即对各继承人所得的财产课税，以继承人为纳税义务人。日本继承税实行超额累

进税率，税率根据财产多少决定，财产越多税率越高[4]。 
在计税时，首先计算出总的应纳税额，然后再根据每个继承人取得的财产金额占全部继承财产金额

的比例，计算出每个继承人的应纳税额。此外，对于不属于被继承人直系亲属及其配偶的纳税人，还会

加征一定比例的税额。同时，日本继承税还规定了一些减征和免征的情况，如配偶、未成年人、患疾病

者以及继承者财产在国外的等，可以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征照顾[4]。 
在老龄化背景下，继承税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政策工具，其税收弹性和制度特点对于增加财政

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 

3.2. 日本继承税制的改革 

自 21 世纪伊始，日本政府对继承税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这些改革紧密围绕老龄化问题展开，旨在

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5]。 
2003 年，日本政府推出了继承时结算课税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鼓励高龄者将资产提前转移至

后辈。通过合理的税收安排，既能够减轻高龄者在晚年可能面临的财务压力，又能够确保资产在家族内

部得到有序传承，提高社会资产的流动性。这一改革措施不仅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还能

够促进年轻一代的创业和发展。 
2009 年，日本政府设立了事业继承税制度，旨在支持家族企业的顺利传承。该制度通过提供税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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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鼓励年轻一代接手并发展家族事业，从而维持了日本经济的微观基础和活力。这一改革措施对于保

持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2012 年，日本政府进行了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将继承税与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这一改革

旨在通过税收手段调节财富分配，确保社会资源能够公平地分配给需要的人群，从而增强社会保障体系

的可持续性。同时，这一改革也有助于提高民众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2013 年，为了应对经济下滑和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实施了经济再生的紧急经济对策。其中，对继

承税制度进行了进一步调整，旨在提高税收效率，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

长提供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对继承税进行的多次重大改革，均紧密围绕老龄化问题展开，旨在通过税收手

段促进财富公平分配、提高社会资产流动性、支持家族企业传承以及推动经济稳定发展。这些改革措施

对于应对老龄化挑战、促进日本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 

4. 日本继承税制的意义 

4.1. 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继承税作为对资产继承进行征税的一种手段，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也被人们称作“富

人税”。通过征收继承税，政府可以有效地对高收入阶层的财富积累进行调控，防止财富过度集中于少

数人手中。此举不仅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财富更加公平地分配，还能增强社会的公平性和稳

定性。继承税的实施，体现了政府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为

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有力保障[5]。 

4.2. 增加财政收入，支持公共服务 

继承税在日本政府财政收入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是确保国家正常运转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

要资金来源之一。通过征收继承税，政府能够积累可观的税收收入，这些资金被广泛投入到公共支出、

社会福利改善、教育质量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优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此举不仅显著提升了

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使得更多民众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服务，还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

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继承税的征收，为日本社会的持续发展和民众的福祉提供了

坚实的财政支撑。 

4.3. 鼓励个人奋斗，减少依赖心理 

遗产税制度的实施，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们对家族财富和遗产的过度依

赖心理，促使人们更加注重个人的努力和奋斗。通过征收继承税，政府向民众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财富应当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而非仅仅依赖先辈的遗留。这种导向有助于激发人们的自立自强精神，

促使他们勇于面对挑战，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长远来看，继承税制度的实施将有助于提高社会

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为国家的持续发展和繁荣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4.4. 促进资产流动，优化资源配置 

继承税制度的实施，对社会资产的流动和资源配置产生了积极影响。通过征收继承税，政府实际上

在鼓励高龄者更加积极地考虑将资产提前转移给后辈，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社会资产的流动性。这样

的资产转移不仅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还为年轻一代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金支持。

同时，这也有效避免了资产因长期闲置而造成的浪费，提高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继承税制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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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为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工具[6]。 

4.5.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 

日本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继承税制度的实施在维护社会稳定及促进社会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征收继承税，政府能够调节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从而缓解因财富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增

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此外，继承税制度还促进了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稳定。在遗产分配问题上，合

理的税收制度可以引导家庭成员以公平、理性的态度对待财产，避免因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家庭纠纷

和矛盾。这不仅有助于维护家庭和睦，还能为社会稳定及民族团结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继承税制度

的实施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5. 基于日本经验中国开征继承税的可能性及建议 

5.1. 中国老龄化现状 

对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情况，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自 2000 年就已经达到 7%，即中国早在 2000
年就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为 2.64 亿，

占总人口的 18.7%，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1 亿人，占总人口的 13.5%；2021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比例超过 14%，即中国在 2021 年就正式进入老龄社会[1]。从国际上来看，我国已经超越了美国和

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在 2030 年预计会超过所有发达国家

的老年人口总和[7]。 
鉴于老龄化的评定与总人口及老龄人口均密切相关，出生率的下降进一步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据

学者预测，21 世纪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呈现三个高峰时段，分别预计出现在 2030 年至 2035 年、

2055 年至 2060 年以及 2085 年至 2090 年[8]。 

5.2. 中国开征遗产税的需求 

中国开征继承税在经济、社会、法律以及财政等方面存在需求。 

5.2.1. 经济需求 
调节收入分配：继承税作为一种重要的税收工具，可以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缓

解社会矛盾。通过征收继承税，政府可以将部分财富从富裕阶层转移到中低收入阶层，促进经济公平和

社会和谐。 
增加财政收入：继承税的开征可以为政府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有助于增强政府的财政实力，

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特别是在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继承税可以成为社

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继承税的开征还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政府可以鼓

励个人和企业进行储蓄和投资，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继承税也可以为政

府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支持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长期发展目标。 

5.2.2. 社会需求 
促进社会公平：继承税的开征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税收

手段，政府可以限制富裕阶层的财富积累，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9]。 
促进民族团结：继承税的开征可以减少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政府可以平衡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促进民族团结，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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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法律需求 
完善税法体系：继承税的开征有助于完善中国的税法体系，提高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通过

制定科学合理的继承税制度，政府可以加强对财产继承和赠与行为的监管，防止税收流失和逃税行为的

发生[10]。 
推动法律进步：继承税的开征还可以推动相关法律制度的进步和完善。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措施，明确继承税的征收范围、税率、减免政策等具体内容，为继承税的开征提供法律保

障[11]。 

5.3. 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建议 

基于日本经验，中国在考虑开征继承税时，应借鉴其成功的税收制度设计，同时结合中国国情。 
首先，明确继承税的目标在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并为此设定合理的税率结构和免征额。 
其次，建立完善的财产评估体系，确保遗产价值的准确评估，为税收征管提供可靠依据。同时，加

强税收征管力度，提高征管效率，防止税收流失[10]。 
此外，还应注重继承税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税收意识和法律意识，增强社会对继承税的接受

度和认可度。 
最后，密切关注社会对继承税的反应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和完善继承税政策，确保其顺

利实施和有效执行。 
通过这些措施，在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开征符合自身国情的继承税，以增加财

政税收，完善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和民族团结。 

6.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老龄化这一全球性的挑战，日本在继承税制上的探索与实践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与启示。通过不断调整和完善继承税制度，日本不仅有效促进了家庭内部资产的合理流动与传承，还

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代际贫富差距的缩小以及社会团结的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借鉴日本在继承税制方面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制度创新，

对于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压力、构建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维护民族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深入研究并合理吸收日本的继承税制经验，将为我国应对老龄化挑战开辟新的思路与路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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