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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E_E6_B3_95_E4_c37_645007.htm 摘要：近日，即将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

案（草案）》引发媒体关注。目前关于该草案存在三大悬念

，一、个税法修正案出台时间；二、个税起征点调到多少；

三、是否会有税制的变革。目前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所得税法》从1980年第一次制订以来，已修订了五次。本

次修订是第六次。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人民收入状况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

总额约4800亿元，而全国税收总额约7.3万亿元。个税收入只

占全国税收的6.5%左右。虽然是中国第四大税种，但个税收

入在中国财政总收入中占的比重并不大。因此中国个税改革

的空间是很大的。 近日，即将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引发媒体关注

。目前关于该草案存在三大悬念，尤其是个税法修正案出台

时间。中新网财经频道记者独家采访了多位专家，专家们均

表示，目前无法预测个税法修正案的具体出台时间。 此外有

舆论呼吁，个税征收应考虑地区差异。就此中新网财经频道

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振一教授。何

振一表示，“考虑地区差异的想法固然很好，但这首先在具

体操作上有难度。 本轮个税法修订进入最后阶段 目前实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从1980年第一次制订以来

，已修订了五次。本次修订是第六次。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形

势、人民收入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4年，中国个人



所得税仅73亿元，2008年增加到3722亿元。个人所得税收入占

税收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1.4%上升至2008年的6.4%. 数据显示

，201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约4800亿元，而全国税收

总额约7.3万亿元。个税收入只占全国税收的6.5%左右。虽然

是中国第四大税种，但个税收入在中国财政总收入中占的比

重并不大。因此中国个税改革的空间是很大的。 今年2月27日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

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我国将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

扣除标准。随后在3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了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确定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以及调整级次级距的改革方向。这次会议同时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

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3月20日，财政部部

长谢旭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表示，2011年我国

将进一步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

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 可以说中国这一轮的

个税法修订，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具体改革方式，还有

待有关部门的最后敲定。 个税法修正案存三大悬念 目前个税

法改革方案存三大悬念：一、个税法修正案出台时间；二、

个税起征点调到多少；三、是否会有税制的变革。 3月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同时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

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但截至

目前，关于草案是否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有确切消

息。中新网财经频道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专家们均表示，

目前无法预测个税法修正案的具体出台时间。这是第一大悬



念。 至于个税起征点调到多少，有多种传言。有认为2500元

，也有3000元，更有多位两会代表呼吁调为5000元。综合各

种消息来看，目前还很难定论。这是第二大悬念。 有专家甚

至认为个税起征点不宜过高。著名经济学家华生撰文指出，

个税起征点调到5000元，对低收入阶层，没有实际意义，反

而有利于高收入阶层。 据悉，此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曾

两次调整，第一次是2006年，免征额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

第二次是2008年，由1600元调为2000元。 至于第三大悬念，

即是否会有税制上的变革。3月29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

员李稻葵教授曾表示，个税改革的关注点不要仅仅局限在起

征点的问题上，而且要关注制度上的改革。个税改革要考虑

劳动收入、资本增值、分红，同时也考虑其他各种综合收入

和家庭的负担。 李稻葵的表态，显然代表了目前关于中国个

税改革的主流看法。我国目前的个税改革，起征点不是关键

，关键是税制。我国现有税制，实行“一刀切”的办法，掩

盖了大量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振一教

授认为，提高个税起征点对于扩大内需有好处，但很难从根

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对于那些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目

前2000元的起征点已足够，再提高个税起征点对他们起不到

作用。 关于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的各种观点中，以家庭为单

位征收个税，考虑地区差异等观点是比较受舆论重视的。虽

然此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中，这些观点暂未考虑，但

已提上未来改革的议程。 个税征收考虑地区差异操作上有难

度 由于在征收标准上实行“一刀切”，不能充分反映纳税人

的纳税能力，中国个税征收在调节贫富上作用有限。因此有

观点认为，个税征收应考虑地区差异。无论是个税起征点，



还是税率，都应考虑地区差异。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

稻葵认为，以后的个税改革可能需要分散化、地区化，新一

轮的改革需要更多地让地方去尝试，去创新。 有分析人士认

为个税的征收尤其要考虑各地区的房价差异。中新网财经频

道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一个在京的外地大学生，假设

税前月收入6000元，与一个在三线城市税前月薪3500元的大

学生。如果考虑到北京居高不下的住房成本、生活成本，前

者与后者相比在实际工资上并无太大差异，然而前者却比后

者一年要多交近四千元个人所得税。 对于个税征收是否应该

考虑地区差异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何振

一教授表示，“考虑地区差异的想法固然很好，但这首先在

具体操作上有难度。例如以东西部来区分，即使是经济发达

的广东地区，也有很多地方经济不够发达。其次这在法律上

很难界定。”新闻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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