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工薪阶层个税约占个税总收入50%人力资源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7/2021_2022__E8_B4_A2_

E6_94_BF_E9_83_A8__c37_607425.htm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

会各项事业的进步，税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税收不仅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工具，也是国

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社会各界对税收的关注与日俱

增。为使广大纳税人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和掌握我国的税

收制度及相关情况，我们将陆续刊文介绍一些主要税种的基

本情况。本次刊登《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情况》，供大家参

考。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应税所得为征税

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它自1799年诞生于英国以来，在200多

年的时间内迅速发展，不仅在地域范围上从欧洲扩大到北美

洲、大洋洲、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

遍开征的一个税种，而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个人所得

税制度的不断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也

迅速增加，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确立了主体税种的

地位，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

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发展的过程。 一、我国个人所

得税基本情况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起步很晚，较早涉及到所得

税的法律文件是1909年清政府草拟的《所得税章程》，比起

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的起源落后了110年。近代个人所得税的

发展基本上陷于停滞。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个人所得

税才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50年1月，政务院发布了新中国

税制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其中涉及对

个人所得征税的主要是薪给报酬所得税和存款利息所得税，



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开征。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

放政策，税制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适应改革

开放的需要，我国相继开征了对外籍个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对国内居民征收的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

节税。1994年将上述三税修订合一，颁布实施了新的个人所

得税法，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实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1994

年至今，个人所得税法进一步发展完善。1999年8月30日，九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把个人所得税法中“储

蓄存款利息”免税项目删去，并授权国务院恢复开征了储蓄

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2008年10月9日起，为配合国家宏观

政策调控需要，该税暂免征收）。2000年9月，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制定了《关于个人独资

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

税[2000]91号），明确从2000年1月1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

合伙企业停征企业所得税，对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

个人所得税，从而解决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的

双重征税问题。同时，2005年和2007年，国家两次上调工薪

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进一步减轻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 个

人所得税经过不断发展，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等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1980年个人所得税开征以

来，收入连年大幅增长，特别是1994年新税制实施以来，个

人所得税收入以年均34%的增幅稳步增长。1994年，我国仅征

收个人所得税73亿元，2008年增加到3722亿元（详见图一）

。1994年～2008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由0.15%上

升至1.24%，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由1.4%上升至6.4%.个人所得税



是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收入增长最为强劲的税种之一，目前

已成为国内税收中的第四大税种，在部分地区已跃居地方税

收收入的第二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经济

的进一步发展，税收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全社会纳

税意识的进一步增强，个人所得税收入和所占比重将会进一

步提高。国家征收这些税收，经过财政二次分配，向低收入

群体倾斜，以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 二、我国现行个人

所得税制的主要内容 从国际上看，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主

要分为综合税制、分类税制以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也称为混合税制）三种类型。综合税制是以年为纳税的时间

单位，要求纳税人就其全年全部所得，在减除了法定的生计

扣除额和可扣除费用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或比例税率征税

。分类税制是将个人各种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所得进行分

类，分别扣除不同的费用，按不同的税率课税。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税制模式兼有综合税制与分类税制的特征。目前国

际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

。而我国实行的则是分类税制，主要内容包括： 1、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包括居民纳税义务人和非居民纳税

义务人，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

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

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非居民纳税义务人是指在

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

的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 2、征税模式：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制度，应税

所得分为11项，具体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

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等。分类征税模式征管

手续较为简便，便于征纳双方执行，且可对不同的所得按不

同征收方法计税，有利于体现国家政策。但随着居民收入来

源日趋多样化，分类征税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与综合税

制模式相比，分类征税模式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

真实纳税能力。 3、税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超额累

进税率和比例税率两种形式。其中，工资、薪金所得适用5%

～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

企业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

税率；稿酬所得，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

其他所得等均适用20%的比例税率。 4、费用扣除：我国现行

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采用定额扣除和定率扣除两种方法，

比较简明易行，但对于一些情况比较特殊的家庭难以完全兼

顾。 5、减免税：为鼓励特定纳税人或照顾部分特殊人群，

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法规规定了若干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政策

，主要包括：省、部和军级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和国际组

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奖金；国债利息；单位

和个人按规定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

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唯一

的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城镇居民按照国家规定标准取

得的拆迁补偿款；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其他所得等

。 6、征收方式：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源泉扣缴和纳税人自



行申报纳税两种征税方式。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

利息、股息、红利等各项所得，一般由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

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对于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从中

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从中国境外

取得所得以及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等情形的纳税

义务人，则要求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三、关于

个人所得税与调节收入分配 在现代税制体系中，对个人收入

起调节作用的税种主要有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以及

遗产与赠与税等。个人所得税是在收入分配的最终环节个人

所得环节征收的税种，属于直接税，最能体现税收普遍、公

平的原则。个人所得税一般采用累进税率，体现对高收入者

多征税，对低收入者少征税，从而达到公平收入分配的目的

。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是最重要的主体税种之一，

发挥着聚集国家财政收入、公平收入分配的重要功能。 从我

国目前的情况看，个人所得税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承担

着以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作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

始终贯彻“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不缴税”的

立法精神，一方面，通过采用累进税率、对超高劳务报酬加

成征收、对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要求自行纳税申报

等方式，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2008年年所得12万元

以上纳税人自行申报的人数为240万人，占全国个人所得税纳

税人数的约3%，而缴纳的税额为1294亿元，占全国个人所得

税总收入的35%，自行申报人员多集中在电力、金融、石油

、电信等部门和公司股东、企事业高管等职业。另一方面，

对于中低收入者则尽量减轻其税收负担。按照我国现行个人

所得税制，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为2000元/月，同时，个人



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

险、住房公积金等“三险一金”（一般应占职工月工薪收入

的20%左右）均可在税前扣除，此外，个人取得的独生子女

补贴、托儿补助费、离退休工资等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

按此计算，每月工薪收入在2500元以下者已无须缴纳个人所

得税，月工薪收入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和10000元

的纳税人，其每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一般约为20元、175元

、535元和825元，税收负担（应纳税额/月工薪收入）分别

为0.7%、3.5%、6.7%和8.3%，均不超过10%. 从分项目收入看

，近年来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收入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

的比重约为50%左右。其原因：一是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来

自城镇居民，目前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

源，据统计，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薪收

入所占比重达71.6%.因此，工薪阶层作为社会的主要群体（

在国外包括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构成了个人所得税的最大

税源。二是近年来职工工资收入增长较快，纳税人数不断增

加，个人所得税收入水涨船高。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镇

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479元，2007年为24932元。1998年工薪所

得纳税人次为1.09亿人次，2007年上升为8.5亿人次。三是工薪

收入者中的高收入者对税收贡献大。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

，2005年，全国年工资收入25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占工薪收入

纳税人数的比例接近5‰，缴纳的税款占工薪所得项目总税额

的约15%.2007年对工薪所得征收的个税收入中，适用20%（含

）以上税率（即月工薪应纳税所得额在5000元以上）的纳税

人次占工薪所得总纳税人次的4.43%，但缴纳税额却占工薪所

得总税额的44.44%. 四、关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问题 按照个人



所得税“对净所得征税”的原则，在确定扣除额时，基本原

则是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即将居民基本生活费用

在税前予以扣除。工薪费用扣除标准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居

民消费支出增长及物价上涨因素等情况。 据统计，2008年我

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42.9元，即937元/月，远远

低于2000元/月的扣除标准，考虑就业者赡养人数的因素，

按2008年平均每一就业者人均负担人数1.97人计算，则2008年

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约为1846元/月，仍低于2000

元/月的费用扣除标准。2008年我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为29229元，即2435元/月，扣除20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和“

三险一金”约500元，这一工资水平是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的。从2008年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看，深圳为1000元/月，上海

为960元/月，北京、大连为800元/月，西安、郑州为600元/月

，银川为350元/月，均远远低于2000元/月的扣除标准。 如果

目前大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受惠多的也是高收入者，中等

收入者得益少。比如将扣除标准提高至3000元/月，月薪

为5000元的纳税人税负只能减少100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

纳税人税负减少350元/月；将扣除标准提高至5000元/月，月

薪为5000元的纳税人受惠175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

受惠1050元/月；将扣除标准提高至10000元/月，月薪为5000

元的纳税人仍然只受惠175元/月，而月薪为10万元的纳税人受

惠2800元/月。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征收

的收入主要用于补助弱势群体等，如果扣除额提高过多，高

收入者交税大量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也就减少，国家对低收

入群体的补贴以及社保、教育、医疗等支出也都会受影响。

因此，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后，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不仅不能



得益，反而成为利益受到影响的主要群体。 今后，根据经济

发展情况、居民消费支出、市场物价水平等变化情况，费用

扣除标准还将适时作出调整。 五、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问题 

个人所得税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税种之一，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也要求具备较高的征管和配套条件。在我国人口众多、城

乡收入差异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全面修订个人所

得税法，使改革一步到位是很难做到的。从世界发达国家个

人所得税制度建设情况看，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改革和完善的

过程，特别是在现代个人所得税制中，对相关征管条件和配

套措施都有很高要求，其中包括储蓄实名制、个人财产登记

、个人收入申报及交叉稽核、信用卡制度以及大量数据计算

机处理等。我国个人所得税自开征至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其制度设计、征管手段等基本上是与我国不同时期的特殊

国情相吻合的，今后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也必将与我国国

情相结合，不可能超越我国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所处阶段，

特别是在税收诸多征管和配套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国个

人所得税的改革将循序渐进、不断完善。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决定提出了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的目标。所谓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从目前国际上的通常做法看，一般是

对部分应税所得项目到年终予以综合，适用累进税率征税，

对其他的应税所得项目则按比例税率实行分类征收。该税制

模式兼有综合模式与分类模式的特点，既可较好地解决分类

税制存在的税负不公问题，又可根据特定的政策目标对个别

所得项目实施区别对待。但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模式的实

施需要具备相应的征管及配套条件，如果没有一套与之相适

应的征管措施的配合与保障，在理论上较为公平的税制设计



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反而带来更大的不公平。因此，目前应下

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

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

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度的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

产、房地产以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

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

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

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

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得以顺利推进。人力资源

管理师复习宝典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人力资源频道点

击进入：百考试题人力资源管理师网校课堂百考试题人力资

源管理师预测试题希望与其他考生进行交流？点击进入人力

资源考试论坛g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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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