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税起征点过高加重商品税负担降低个税税率可行 PDF转换

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4_B8_AA_

E7_A8_8E_E8_B5_B7_E5_c37_644932.htm 据报道，个税起征点

，到底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这个话题引起了全民大

讨论。绝大多数人都支持调高个税起征点，他们的理由是，

调高起征点就意味着自己可以少交或不交税，减轻了自己的

负担。 但经济学家华生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有人认为个税

起征点提到一万元，那么纳税者全是富人，穷人乃至相当多

中产阶层都是零税负了，难道这不是改善了收入分配吗？其

实这是非常片面和扭曲的观点。因为世界上只要有国家，有

公共事业，就有税负。一个人不交个人所得税，也得交商品

税。中国现在基本上没有真正的财产税，因此，国家税收来

源不是商品税，就是所得税。 个税起征点提高，就意味着个

税整体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比重下降，相反商品税比重上升

。商品税的特点是，越是收入不高、储蓄有限的普通大众，

商品和一般服务消费比例越高，因而纳税越多。中国个税占

总税收比重在国际上较低，本来调节作用就小，进一步缩小

个税税种的调节比重，只能使整体税负更多地让商品税即中

低收入的大众承担，这样反而更不利于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

。 如果真如华生所说，调高个税起征点使受益的人变少的话

，那又有什么样的方法才能真正的使个人负担减轻呢？华生

认为，可以通过简化和降低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工薪阶层适

用的个税税率来降低个税负担。比如在个税起征点不变或提

高有限的情况下，把原来一万元以下工薪收入个税税率快速

累进到15%、20%的税率下调，变为5%10%，这样，万元以下



中等及中等偏低收入的人纳税就会显著减少，而且比调起征

点的纳税更少。 同时，在保持边际税率45%基本不变的情况

下，适当上调高收入端的区间税率，使高收入的人并不因为

中低收入档的税率下调而少交税。这样，低端有返还，中低

端有减税，高端税收负担不变，即使个税起征点变动不大，

中端、低端收入者都有实惠，收入差距自然就会缩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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