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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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所得，无疑是此次改革一大关键
词。改革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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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等将被合并计征，在此基础上扣除各种
减除费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
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说，这一借鉴国际经验
的做法，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向综合
税制迈出重要第一步。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
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3500元/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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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费用。
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提高到每年6万元，即500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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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草案将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调整为按年计算，这一变化也值得关注。

张斌认为，改革后取得综合所得需要
办理汇算清缴补退税的纳税人应向税务机
关自行申报，尤其是年度内收入不均的纳
税人可通过年度汇算清缴，按全年实际收
入确定税率档次并申请补退税，年终奖税
负较高等问题也会随之解决，从而税负更
公平、更合理。

个税起征点拟上调至
每年6万元

新增五项专项附加扣除
月入2万元以下减税超50%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备受关注的个人所得税法迎来自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
次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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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距离上次修法已有7年，从草案披露内容看，新一轮个税改革涉及范围广、亮
点多，堪称1994年以来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也将是百姓获益最大的一次改革，被业内
视为对现有个人所得税制的一次根本性改革。

此次修法有何看点？对百姓收入影响几何？新华社记者第一时间采访权威人士深
入解读。

我国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税率实行3%
到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改革后，虽
然仍是7级税率，但部分税率的级距得以优
化调整，在一系列举措降低应纳税额基础
上，释放出为纳税人进一步减税信号。

刘昆说，草案拟扩大3%、10%、20%三
档低税率的级距，3%税率级距扩大一倍，
现行税率为10%的部分所得的税率降为
3%；大幅扩大10%税率的级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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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率的级距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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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分别以月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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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加上下一步出台的专项附加扣
除，税负还会继续下降，如月入1万元者有
可能免缴或仅缴纳少量个税。

值得关注的是，草案还调整了经营所
得各档税率级距，其中最高档35%税率的
级距下限从10万元提高至50万元。

“这意味着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合伙
企业等都将从中受益。”谈到此轮改革税率
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李万甫认为，中等以下收入人群成为此次
个税改革重点减税群体，总的来说，收入越
低的纳税人减税幅度越大，收入越高的纳
税人减税幅度越小。

起征点拟每年6万元
个税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扩大较低税率级距
月入2万以下减税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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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更多加强税收征管措施也写入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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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万甫建议，下一
步在操作层面应加强社会各方面的联动配合，不
单是税务部门，要通过各界提供信息支持，各方携
手堵住税收漏洞，让纳税更公开透明。

据新华社

今后计算个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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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后草案的这一规定，让很
多人想想都感到兴奋，要知道国外很多国家都是采
取类似做法，此次改革我国也加快了国际接轨。

所谓专项附加扣除，是指在计算综合所得应
纳税额时，除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三险一金”
等专项扣除外，还允许额外扣除的项目。我国推
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施初期，
专项附加扣除主要包括上述五项与人民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内容。

这是我国首次在个税制度中引入专项附加扣
除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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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斌说，国外很多国家在征收个税时都引入
专项附加扣除，让个税更好反映不同家庭的负担
情况，更好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功能。我国初次引
入的五项扣除中，百姓受益最大的无疑是扣除子
女教育和大病医疗等支出，税负将更为均衡、合
理、公平，更能照顾生活压力较大的特定群体。

新增五项专项附加扣除
解百姓后顾之忧

加强高收入人群监管
增加反避税条款堵漏洞

责编/朱忠诚 顾华达
美编/徐哨 照排/余佳维A02聚焦热点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