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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82_B9_E6_97_B6_E8_c26_649717.htm 修法在发挥个税调节

收入分配作用方面有所突破，但此次修改只是完善个税的第

一步 4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就此说明时指出，经测算，与2010年相

比，将减税负1200亿元。2010年个人所得税收入为4837亿元，

占全国税收收入的6.3%。 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按照“十二

五”规划纲要关于“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

所得税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的要求，此次修改

只是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第一步。 免征额的选择 这也是自2006

年提高免征额以来的第三次上调。财政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相比其他两次，此次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一下子提高

了1000元，幅度已经比较大。”至于为什么是3000元，而不

是5000元，或是比3000元更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也给

出了自己的解释。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10年度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包括基本生活支出和非基本生活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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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按城镇

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增长10%测算，约为2384元/月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草案拟将减除费用标准由现行

的2000元/月提高到3000元/月。 财税部门因此认为，实际上，

提高到3000元已经预留了未来一段时间人均消费性支出增长

的空间。即使按每年10%增长，到2013年也没有达到3000元。 



同时，确定这一标准还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个人所得税的

纳税面不能太窄。按照目前标准调整后，工薪所得纳税人占

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由目前的28%下降到12%左右。发

达国家多为50%到80%。如果提高到4000元，纳税面降为4%，

如果为5000元，纳税面又降为3%；二是不宜对政府的公共财

政收入影响太大，过大将削弱政府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和公共

服务能力；三是提高费用减除标准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依据

居民基本生活支出费用的变化适时调整。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

主任委员郝如玉也指出，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上调，优点

和缺点并存。优点表现为其直接降低了纳税人的税负，纳税

人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自己税负的减轻。纳税人不仅可以从中

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可以从中看到政府改革的信心，

感受到政府解决民生问题、应对通货膨胀的决心和毅力。 负

面作用则体现为随着免征额的提高，纳税人会不断减少，这

会给居民纳税意识的提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

，免征额的提高会对居民收入调节产生一定的“累退”作用

，是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反向调节。因为仅仅提高免征额，最

大的受益群体是高收入群体。 发挥“削高补低”作用 郝如玉

认为，要消除免征额提高后的“累退性”，真正发挥个税“

削高补低”的作用，免征额的提高应该与级距和税率的改革

同步进行。这也是此次修法的一个重要方向。 草案拟将现行

工薪所得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

税率，扩大了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同时，草

案还扩大了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将现行适用40%税率的

应纳税所得额，并入了45%税率，加大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

力度。 谢旭人表示，“实行提高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与调



整工薪所得税率结构联动，其目的除简化和完善税制外，主

要是使绝大多数工薪所得纳税人，能享受因提高减除费用标

准和调整税率结构带来的双重税收优惠，使高收入者适当增

加一些税负。”以5000元为例，调整前，应纳税额为325元，

调整后应纳税额为125元。降低了200元。 此次调整后，纳税

人税负的变化，有关部门作了测算。月收入15500元（含“三

险一金”，下同）以下的纳税人，可以享受提高减除费用标

准和调整税率结构带来的双重减税。这一部分纳税人占工薪

所得纳税人数的90%以上。 个税调整的未来空间 对于私营企

业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税务部门坦陈了其中的难点：

一是很多私营企业财务核算不规范，存在大量现金交易，收

入隐蔽性强；二是一些私营企业不分配利润，个人投资者不

从企业领工资，而将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财产和消费支出列入

企业生产经营支出，甚至以发票报销、假票冲抵费用等方式

逃避纳税义务；三是一些私营企业投资者举办多个公司，在

所属公司之间进行股权、资产关联交易，逃避纳税义务。 财

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当前个税改革朝着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方向迈进仍面临很大难度，要推进综合计税，需要实现

纳税人信息申报的实名制，个人全部收入信息应实现网络全

覆盖，纳税人社保制度也要健全，同时稽查能力要跟上。 未

来的改革方向还包括基本费用扣除在现行工薪所得减除费用

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单项扣除项目；重新设计综合所得税率

；构建新的征管机制等。还应加快税源结构调整，推进从间

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演变，同时还应当加大高收入人群的

税收监管，规范灰色收入地带监管。 相关推荐： #0000ff>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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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趟路 #0000ff>2011年4月公务员联考申论热点汇总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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