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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5/2021_2022__E4_B8_AA_

E7_A8_8E_E7_A8_8E_E5_c45_375783.htm 《个人所得税法》将

再度小幅调整，税前扣除额或将提高至2000元。 12月23日

至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将举行，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审议国务院提交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

案》草案。据有关部门人士透露，此番修改意见会集中在税

前扣除额的提高上，上报的草案中，建议将额度从目前

的1600元提高到2000元。 这一调整建议，是对日益高涨的提

高税前扣除额呼声的回应。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

策动向课题组近期的一份报告就指出，一成不变的1600元税

前扣除额的不合理性已经显现。 个人所得税自1993年到2006

年以前一直以800元为税前扣除额。2006年1月1日起，根据修

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税前扣除额上调至1600元。 据财政部

当时的测算，扣除标准提高后，减少个人所得税280亿元，工

薪阶层纳税人将从占总人数的60%减少到26%。 然而，税前

扣除额的提高，并没有阻滞中国个税收入的持续高涨。国税

总局的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个人所得税共征

收2413.8021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的2452.3244亿元。 上述课

题组的报告分析认为，财政部的测算所依据的是当时的静态

数据，并没有考虑到其增长性及通货膨胀等因素。 最近两年

，居民收入有了大幅增长，劳动力价格普遍提高，工薪阶层

的纳税人数已远远超出26%的比例，再次成为个税缴纳的主

体。所以，现行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本质作用在弱化。 同时

，由于物价上涨原因，目前1600元与当时的1600元的购买力



也有了差距。 “税前扣除额上调有利于民生，但这仍然是一

个小幅微调，谈不上改革。”有财税专家评价道。 2003年，

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规划中，个人所得税改

革的大方向是实现从分类征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

式转变。这才是个人所得税真正意义的变革。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建议应完善、改革个税制度

，将个税起征点与收入变化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挂钩，实行

不同年度浮动的个税起征点制度，从而既有利于拉动内需，

也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实现藏富于民，也符合党

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

比重"的精神。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孙钢教授则指出，以后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将是在标准扣除之外，考虑财政情况和

整个消费支出的结构变化，逐渐增加一些专项扣除的内容。 

专项扣除，可以针对不同人群和消费结构，具体缓解一些目

前靠标准扣除难以达到公平合理的状况。在美国等发达国家

，家庭的赡养人口支出、教育支出、保险支出、住房支出等

，都被列入了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之列。 同时，税率层级

的调整、级差间距的调整等都是今后可能改革的内容。 中央

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教授也判断，今后

还会逐步推出更加广泛、更深层次的改革，推出的顺序则本

着这样的原则:“先解决对百姓影响最大的问题，再解决百姓

呼声最高的问题，然后解决最容易操作的问题，其次是解决

改革震荡最小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