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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拟上调至每年6万元
养娃买房有望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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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劳动性所得实行综合征税；优化调整
税率结构；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即通常说
的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月（6万元/年）；首次增
设子女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
……6月19日，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这是该法
自1980年出台以来第七次修正，也将开启我国个
税制度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此次个税法修改，拟将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
用标准提高到5000元/月（6 万元/年）。纳入计算
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
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
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

这传递出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一个重要变
化：今后缴纳个税，绝不是只盯着每年6万元起征
点那么简单，还要减去“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个人
购买商业健康险等费用扣除，以及子女教育等专
项附加扣除，加上税率调整，一揽子政策带来的减
税力度超过以往。

财政部部长刘昆说，这一标准综合考虑了人
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长等各方面因素，并体现
了一定前瞻性。“按此标准并结合税率结构调整测
算，取得工资薪金等综合所得的纳税人，总体上税
负都有不同程度下降，特别是中等以下收入群体
税负下降明显。”

草案拟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动性所得纳入
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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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仍采用分类征
税方式。

税率结构的优化调整是修法一大亮点。刘昆
说，以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为基础，拟将按月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
分税率的级距：

3%税率的级距扩大一倍；现行税率为20%的
所得，以及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
为10%；现行税率为25%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20%；相应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
三档较高税率的级距保持不变；对经营所得，也适

当调整各档税率级距，其中最高档级距下限从10
万元提高至50万元。

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与税率结构优化
调整联动考虑，记者粗略测算发现不同群体税负
变化不同：

月收入5000元以下（不考虑“三险一金”和专
项附加扣除因素）的纳税人将不需要缴纳个税，税
负降幅为100%；月收入5000元至20000的纳税
人，税负降幅在50%以上；月收入20000至80000
元的纳税人，税负降幅在10%至50%之间；月收入
80000元以上的纳税人税负降幅在10%以内。

以月入1万元、2万元和5万元者为例，在考虑
“三险一金”扣除（假定“三险一金”扣除2000元）基
础上大概算了笔账：

月入1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345元个
税；改革后个税为90元，降幅超过70%；

月入2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2620元个
税；改革后个税为1190元，降幅超过50%；

月入5万元者，现有税制下需缴纳10595元个
税；改革后个税为8490元，降幅约20%；

结论很清晰，收入越高的人群，绝对减税额度会
越大。中低收入人群减税额度虽少一些，但减税额度
往往比调整后应缴税额要更高，即减税幅度更大。

此次修法另一大亮点是设立专项附加扣除。
刘昆表示，在明确现行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扣除项目和依
法确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继续执行的同时，草案增
加规定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
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与人民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性，更
符合个人所得税基本原理，有利于税制公平。”刘
昆说。

此次个税修正案草案一大亮点就是增加反避
税规定，针对个人不按独立交易原则转让财产、在
境外避税地避税、实施不合理商业安排获取不当
税收利益等避税行为，赋予税务机关按合理方法
进行纳税调整的权力。

“规定税务机关做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
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刘昆在说明
中指出，“此次修法增加反避税内容，旨在让纳税
人更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对社会更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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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

个税起征点提高至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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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提高至5000元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设立专项附加扣除
增加反避税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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