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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个税法决定草案提请审议，起征点5000元拟从10月起实施

“万元户”个税，每月少缴二百多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全国人
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
定草案提请27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该决定拟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但部分减税政
策拟于2018年10月1日起先行实施。
“一次修法，两步到位”。此次个税法
大修，一方面要考虑给税务机关、扣缴义
务人和纳税人实施新税制预留一定准备
时间，同时又考虑尽早释放减税红利。
根据决定草案，决定拟于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拟自2018年10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先将工资、薪金所得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5000元/月，

并适用新的综合所得税率；个体工商户
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
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先行适用新的
经营所得税率。
记者以月入１万元测算，扣除３５００

元的基本减除费用，扣除“三险一金”等
在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情况下，现有税
制下每月需缴纳３４５元个税；改革后，基
本减除费用标准提至每月５０００元，“三
险一金”专项扣除继续保留的同时，低
档税率级距拉大，纳税人只需缴纳９０
元，降幅超过７０％。如果加上增加的专
项附加扣除项目，减负力度会更大。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之所以提

出分两步实施，就是期待尽量让老百姓
尽早享受到改革红利。
据了解，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一审稿

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有不少建
议希望给予稿酬所得进一步减税优惠。
为回应社会关切，此次决定草案在“应
纳税所得额的计算”部分调整明确，劳
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拟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

后的余额为收入额。在此基础上，稿酬
所得的收入额再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相当于打了五六折。
我国现行个税法对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
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
4000元以上的，减除收入额20%的费
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并适用
20%的税率。其中，在此基础上，税法规
定对稿酬所得按应纳税额减征30%，相
当于实际适用14%的税率。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

朱青说，草案一审稿中，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直接纳
入综合所得，不再单独享受费用扣除。
此次决定草案做了调整，考虑到纳税人
取得稿酬所得等上述收入也要花费一
定的成本费用，将原税制的费用扣除标
准平移到新税制，有利于税制的平稳过
渡。在此基础上，稿酬所得在计算收入
额时再享受七折优惠，也是充分考虑了
出版或发表作品需要一定时间的特殊
性，调整是为了让税制更合理。

历经今年６月初审和为期一个月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草案提
请２７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６．７万多人参与、提交
意见超过１３万条——— 个税法自１９８０年
出台以来的第七次大修牵动全社会关
注。针对群众关切，草案二审相比一审
有何看点？释放出怎样的改革信号？

■起征点
确定每月5000元
今后将适时调整

每月５０００元标准从何而来？
据介绍，个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主

要依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
水平、劳动力负担系数、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ＣＰＩ）三大要素测算。５０００元涵
盖了２０１８年基本消费支出，还考虑了一
定的前瞻性。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

研究室主任张斌说，此次税法修正的减
税措施包含三方面：一是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从每月３５００元提至５０００元，这一扣
除标准不是越高越好，从减税效应来
看，标准越高则适用较高税率的高收入
群体减税额越大；二是低税率适用的税
率级距扩大，减税效应更有针对性；三
是首次增加专项附加扣除。
他指出，应综合分析减税效应，而不

是仅仅盯在“起征点”上。“个税改革目的
是要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让低收入者少
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税负才更公平。”
“此次修法迈出我国个税转向综合征
税的重要一步，给工薪阶层减负的关键要
素不再只是‘起征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系主任刘怡也表示，根据草案，“起征
点”提高的同时，引入教育、医疗、住房等方
面的专项附加扣除，并扩大适用低税率范
围。几项措施综合施策，给普通工薪阶层
带来的减负力度远超单纯上调“起征点”。
此外，个税“起征点”是动态调整

的，此次不调不意味着后续不动。根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起
征点”问题还会结合逐步扩大综合征税
范围、完善费用扣除、优化税率结构等
改革进程统筹考虑。

■专项附加
赡养老人支出可抵税
扣除细则抓紧制定中

根据草案一审稿，今后计算个税，
在扣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
金”等专项扣除外，还可以享受子女教
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
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
扣除。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决定草案将
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赡养老人支出，扩充
入专项附加扣除范围。为更好维护法律
权威，还明确专项附加扣除“具体范围、
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综合

多方意见后表示，允许赡养老人支出税
前扣除，旨在弘扬尊老孝老的传统美
德，充分考虑我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
快，工薪阶层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赡养
老人负担较重等实际情况。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说，把养

老负担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不仅考虑了
个人负担的差异性和税制公平，还有利
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据了解，为更好
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很多国家
在征收个税时都引入类似的扣除。
此次个税法大修无疑是我国第一

次在个税中引入专项附加扣除概念，相
比政策本身，６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具
体如何落地更受关注。
记者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正抓紧

完善细化政策，初步考虑在标准制定上
要适当考虑地区差异因素，但公平起
见，将主要采取限额或定额扣除办法，
而非据实扣除，并在政策设计上尽量考
虑今后个体报税的便利化，尽量减少单

一收入来源的纳税人自主申报。

■个税税率
45%最高税率仍不变
减税向中低收入倾斜

１３万多条意见中，有不少关注修改
后的个税税率，其中４５％的最高税率是
否下调也成为意见焦点之一。此次决定
草案沿用了草案一审稿的内容，维持
３％到４５％的新税率级距不变。
“累进税率表中最高边际税率决定
着对纳税人高收入段的调节力度，这个
税率越高，越有利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公
平。”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朱青
说，考虑到近些年来一直较高的基尼系
数，决定草案维持４５％的最高边际税率
不变，体现了国家借助个税缩小收入分
配差距的决心。
朱青介绍，目前国际上个人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边际税率比我国低的国家
有，但高的也有。如２０１７年经合组织国家
３５个成员国中，个税最高税率高于或与我
国水平持平的就有澳大利亚、比利时、法
国、德国、日本、荷兰等多个国家。
朱青认为，关键是一个国家应依据

本国国情，按照自己对公平和效率的偏
好合理确定最高边际税率，让税收的公
平与效率达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历经此次修法，个税的部分税率级

距进一步优化调整，决定草案拟扩大
３％、１０％、２０％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
小２５％税率的级距，３０％、３５％、４５％三
档较高税率级距不变。
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说，税率

级距调整后，绝大多数按月领工资的纳
税人，实际税负都会下降。收入越少的
减税幅度越大；收入较多的减税幅度较
小，但实际减的钱并不少。对部分高收
入人群，工薪所得往往不是其主要收入
来源，关键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征管
措施，维持一定的税收调节力度，进而
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据新华社

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
出台以来第七次大修。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拟上调至每月5000元，拟将工资、
薪金、劳务报酬等收入综合计税，首次
引入专项附加扣除概念……
决定草案聚焦的不再是简单的减

除费用标准，而是历史性开启我国个
税制度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
变，未来带给亿万纳税人的影响将远
不止减税。
“综合征税”，无疑是此次个税法
修正的关键词。
借鉴国际上个人所得税制的主流

模式，我国改革将推进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的个税制度，即对一部分所得项
目予以加总，实行按年汇总计算纳税，
对其他所得项目则实行分类征收。
如决定草案中，首次出现的“综合

所得”，将原先分别计税的工资、薪金
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综合征税；但对经营所
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
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等，仍采
用分类征税方式。
相比分类征税，综合征税更显公

平。
举例说，小张每月收入5000元，但

来源只有工资、薪金渠道，现行税制下
不考虑“三险一金”扣除，需缴纳45元
个税；小李每月收入也有5000元，但来
自多个渠道，包括3000元工资、800元
劳务报酬、600元房租和400元稿酬，在
现行分类税制下则不需要缴纳个税。
从这个角度说，此次修法将带来

一种更公平的计税模式。未来随着改
革推进不排除更多收入纳入综合征
税，更好推动个税发挥公平税负、缩小
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
不仅如此，专项附加扣除的引入，

将为个税缴纳贴上“个性化”标签。
教育孩子、赡养老人、在职深造、

治疗大病、买房或租房部分支出……
根据决定草案，生活中这些必要开支
都有望在申报个税时抵扣。相比原先
主要依靠单位代扣代缴的日子，今后
缴纳个税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份“个性
化”账单。
围绕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众多意

见中，有不少集中在专项附加扣除这
个新概念。“孩子上培训班一年上万元
能抵扣吗”“赡养老人费用如何界定”
“房屋租金一年能抵扣多少”……一个
个问题道出了纳税人的关切，随着后
续实施细则的不断推出，也将倒逼关
系百姓福祉的社会政策不断完善。
根据决定草案，取得综合所得的

纳税人在缴税方式上也将有很大变
化，现有的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为主
的模式将变为平时预扣预缴，年终汇
总申报、多退少补的模式。
或许不久的将来，更多纳税人会

习惯在年终进行个税申报。伴随个税
改革的深化，建立与未来综合所得税
制相适应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将是
未来必须面对的全新挑战，并将倒逼
税务机关不断提高征管水平，给纳税
人带来更多纳税便利。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第一步已经

迈出。从分类征税转向综合征税，从按
月缴税转向按年缴税……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的修改个税法决定草案
让未来个税制度改革的方向更加清
晰。 据新华社

■分析
“分类”变“综合”
好处有几多

■解读

赡养老人支出也能抵个税
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扩大，红利不止提高起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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