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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E_E8_B5_B7_E5_c37_645030.htm 昨日，随着十一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个税调整草案正式亮相。正如之前消息所指，工资薪金费用

扣除额（“免征额”）由现行的每月2000元提高到3000元。

原来9级税级减少到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最低

的5%、10%和最高的45%等税率对应的覆盖范围也扩大，减

少了绝大多数工薪所得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记者按照目前预

测的工薪所得适用税率（最终应以官方公布为准）推算，扣

除“三费一金”后，月入1.9万元成为税负增减的分水岭，低

于1.9万元的纳税人税负减少，而高于1.9万元的纳税人税负增

加。 财政部、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调整后工薪所得纳

税人占全部工薪族的比重，将由28%下降到12%左右。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10%以下税率的纳税人占工薪所得纳税人的比重

，达到94%，其中70%适用5%税率，比按现行9级税率适

用10%以下税率的纳税人所占比重，增加了17个百分点。 财

政部、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经测算，与2010年相比，

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约减少个人所得税收入990

亿元；调整工薪所得税率初次级距，减收约100亿元；调整生

产经营所得税率级距，减收约110亿元，合计全年约减少财政

收入1200亿元。 个体户经营所得 税率级距也有调整 草案也修

改了个体户经营所得的税率级距。拟维持现行5级税率不变，

将生产经营所得税率表第一级级距由年应纳税所得额5000元

调整为15000元，其他各档的级距也相应作了调整。调整后，



生产经营所得纳税人税负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年应纳税

所得额60000元以下的纳税人税负平均降幅约40%，最大降幅

为57%.“免征额”为何要一刀切？ 有关部门解释 体现“税收

量能负担”原则 根据财政部、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的说法，

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减除费用标准，有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

减除费用标准是按照社会平均消费支出情况确定的，总体上

反映了全国各类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就部分

富裕地区而言，可能物价指数较高，但居民收入水平也较高

，负担能力相对较强，实行统一的减除费用标准，体现“税

收量能负担”原则。 二是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实行统一的

减除费用标准，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引导优秀人才向中西部

地区流动，避免税源在地区间的非正常转移，有利于促进中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三是采用全国统一的减除费用标准，也

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财税专家说法 对发达地区低收入者不

公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认为这些理由牵强，“

在发达的地方也有低收入人群，这样设置对这部分人群不公

平”。他还表示，税收并不是影响人员流动的主要因素，而

是生活环境、收入水平等。 他指出，美国、日本等国也都不

采用“一刀切”的做法。比如日本，中央政府有统一征收个

人所得税，地方还有一个“住民税”作为调整。 “免征额”

为何提到3000元？ 有关部门解释 按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测算 

财政部、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解释，“免征额”调整到3000

元是采用“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指标进行测算的。 据介绍

，“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指标既包括基本生活支出，也包

括非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其他支出；既包括价格上涨因素增加

的支出，也包括因生活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支出。 据国家统计



局统计，2010年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23元/月

，按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3人计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

消费性支出为2167元/月；按2011年平均增长10%测算，约

为2384元。草案拟将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3000元/月，既考虑

了当前居民消费性支出情况，也考虑了今后几年的增长情况

。 财税专家说法 可与CPI挂钩并设浮动幅度 刘桓认为，减除

费用标准的设置应该“指数化”，比如与CPI挂钩，并设立一

个浮动幅度，赋予地方政府一定权利，按照当地实际确定减

除水平。 刘桓认为，此次个税修改草案还有调整空间，“才

第一次审议呢，估计会有很多意见”。最高税率维持45%，

把适用40%的纳税人也纳到了45%一级中不合适，最高税率定

为40%比较好。新闻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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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