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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1_E4_BA_8C_E4_c37_644933.htm 到底个税起征点应

该定为多少？这是今年“两会”召开以来最热的话题之一。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解学智确认，个税调整方案将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 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说：“税收这

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眼下的个税

改革将往何处去？以家庭为单位征税的时机是否成熟？ 起征

点不会上调过高 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导

报特约评论员潘明星10日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上

调个税起征点，让普通劳动者税负降低肯定是好事，但上调

幅度不宜过高。”按照他的说法，个税起征点不宜超过3000

元。他同时说，为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矛盾，应在其他

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潘明星认为，税收是政府用来购买公共

产品的成本和费用。公民有权利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也有义务承担政府购买公共产品的费用。从发达国家的个税

制度看，免征额不宜定得过高，很多国家的免征额仅仅是超

过低保线。“中国的发展趋势也应该如此，即多数公民进入

纳税人队伍，每人缴纳的税额虽小，却渗透着享受公共产品

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理念。如果将免征额提到5000元甚至8000

元，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退出纳税人队伍，不利于培养公民的

纳税意识和公共参与意识。” 为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潘明星

说，可以将目前最低一档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由5%调到2%。这

样一来，将大大减轻相对低收入人群的负担。 中国注册税务

师协会特聘专家、山东百丞税务咨询公司总经理朱自永则对



导报记者表示，在调整起征点及税率级次级距的同时，还应

适当下调最高税率。 朱自永说，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最高

税率是45%，从全球来看，虽然不是最高的，也是在前几名

。国内的高税率低社会福利会让很多人选择逃税避税。 以家

庭为单位还不现实 在“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在不同

场合提出应以家庭为单位征税。这将有效降低家庭整体税负

压力。在他们看来，单独提高个税起征点对减轻百姓负担意

义不大。 潘明星说，不以家庭为单位征税的弊端显而易见。

“假如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张三月收入5300元，妻子下岗

，儿子上大学，老人在农村无收入；李四月收入4000元，妻

子月收入4200元，儿子月收入4100元，老人在城市有退休金

，同时他还对外出租一套房子，月租金3000元。如果按

照5000元的起征点算，张三需要缴税，而李四家按个人计算

达不到5000元的起征标准，因此不需要缴税，这就产生了家

庭低收入高税负的怪现象。” 在朱自永看来，以家庭为单位

征税，理论上讲是最合适的，但从国情上看却是最不适合的

。 他说，考虑到目前难以全面了解人们的真实收入，更难掌

握一个家庭的全部真实收入情况，因此估计暂时无法实施“

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只能逐步朝此方向努力。 还有不少代

表委员建议将全国划分为几个征收标准征收个税，对此朱自

永认为不太可能。“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会是全国统一

，因为如果不统一，可能会产生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个人

收入转移，这不利于税收管理。比如，企业可能会钻空子，

利用异地发工资逃税。” 财政部副部长李勇7日表示，个税

起征点上调已没有悬念。上调将充分照顾到中低收入人群利

益。 虽然个税改革的“靴子”仍未落地，但在“十二五”开



局之年的关键节点，这一改革措施无疑向公众传递出未来将

更加关注民生的政策信号。新闻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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