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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静）随着新个税法正式落
地，专项扣除的减税红包也纷纷落袋，拿到1月份
工资的市民有不少感受到了减税的实惠。“我本
来交几千块的个税，这一个月变成了几百块，吓
了一跳。虽然有房贷利息和子女教育等专项扣
除的加入，但是好像也不至于少交这么少啊。”市
民李先生告诉记者，为此他专门去问了单位财
务，担心财务弄错。“总算搞懂，不是税务部门搞
错少收我税，是征收方式变了，前几个月低，后几
个月高，全年的个税跟总收入肯定是匹配的。”

记者从宁波市税务局了解到，有这种感受的
市民不是个例，越是收入高的纳税人，今年个税
缴纳前低后高的感受越明显。出现这种现象，主
要是因为征管方式发生调整。“新个税法下，个税
征管采用累计预扣制，税率采用年所得超额累进
制，随着月度收入的不断累加，税负也将随之上
升。”市税务部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2019年开
始，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都归入综合所得纳税，综合所得实行按年计
征，但个税征管上仍需按月预缴。在“累计预扣
法”征管方式下，部分工薪阶层月度个税负担不
均匀，年初个税税负轻，年末个税税负会有所增
加，到12月年度终了时，各月累计预扣预缴税款

与全年度应纳税款基本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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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进行了明确，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按
照“累计预扣法”每月预扣税款。所谓累计预扣
法，就是每月根据累计收入计算应纳税额，减去
上月累计已缴税额，本月缴纳二者的差额。而不
同累计工薪所得的收入分档、对应的预扣率，与
年度综合收入分档、对应的税率是一样的。

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以每月累计收
入计税，到年度终了时预扣预缴的税款与年度收
入应纳税款基本相当，对于大部分只有一处工资
薪金所得的纳税人而言，可以免于年度纳税清算。

这样一来，由于年初月份累计收入较低，对应的
预扣率较低，预缴税款自然少。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月
份累计收入逐渐增加，预扣率随之提升，预缴税款也
相应增加。到12月份与全年收入相当，则回归到全年
收入对应税率水平，实现全年收入的纳税。

举个例子，假设陈先生每月应纳税所得额约
为1万元，全年应纳税所得约12万元，对应税率
为10%，全年应纳税9480元。在1-3月份，陈先
生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未超过3.6万元，对
应预扣率3%，则每月预缴税款300元；4月份，累
计应纳税所得达到4万元，对应预扣率升至10%，

4月预缴税款580元；5-12月份，预扣率与全年
收入税率一样，为10%，每月个税负担为1000
元。虽然不是每个月税款相同，但各月预缴税款
累加为9480元，刚好是全年应纳税款。

收入越高这种现象越明显。再举个例子，假
设马先生每月应纳税所得额为2万元。1月、2月
对应预扣税率分别为3%、10%，这两个月分别预
缴税款600元、880元；3-7月份，对应预扣税率
为10%，月度预缴税款提至2000元；8月份，累计
应纳税收入超过14.4万元，预扣率提高到20%，
当月预缴税款3600元；9-12月份，对应预扣率均
为20%，每月缴纳税款4000元。

“马先生全年应纳税3.1万元，在现行规定
下，他1-7月份的月缴税要低于月度平均值，但
8-12月份期间，每月预缴税款要高于平均值。”业
内人士表示，今年对类似收入的群体来讲，可能
会产生税款越来越多的感受。

据税务部门介绍，年度收入扣除基本减除费
用（即每月5000元）、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后，
应纳税所得超过3.6万元的，即税率达到10%甚
至以上的群体，都将存在月度税款不均衡、年初
低年末高的现象。而且，收入越高的群体，年初
减税感受越明显。

本报讯（记者 鲁威）正月初六起，奉化、
宁海、象山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海作业。记者昨
天从市水产批发市场江东水产市场交易区了
解到，节后出海捕捞到的部分鱼货陆续运到宁
波。下周起，返回宁波渔港渔运船将增多，新
鲜海鲜到货量也将大幅增加。

昨天，记者在海曙中心菜市场看到，海鲜
区域内，带鱼、黄鱼、鲳鱼、鲜白蟹等各种海鲜
数量都相当充足，售价比春节期间有明显回
落。路林批发市场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记
者注意到，目前市场上鲜货还不多，但带鱼、黄
鱼、鲳鱼等中高档海鲜的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
回落。

“最近批发市场的成交量在200多吨。春
节前大部分渔船回港，因此春节期间市场上新
到货的海鲜数量大大减少，加上菜市场以及我
们批发市场里在卖的海鲜，很大一部分都是春
节前的存货，从市民的需求量来说目前还不
大。”昨天，宁波市绿顺水产有限公司负责人戎
永敢告诉记者，“随着海鲜销售高峰已经过去，
最近已经可以明显感觉到海鲜价格在回落。
根据春节期间的监测数据显示，整个水产品市

场的批发价格平均每公斤30多元，最近回落
到了平均每公斤28.7元。”

戎永敢表示，这种状况马上就会改善，预
计最快从本周末起就会有大批量海鲜到货。
而正月十五过后，海上捕捞量加大，加上各地
养殖海产品供应，海鲜的供应量会变得更加充
足，届时，海产品还有降价空间。

“正月初五，宁波单拖网渔船的第一网已经
捕上，大部分就近送到了沈家门进行销售，只有
极少数在近海捕捞的鱼货在象山港进行销售。
初六出海的双拖网渔船在东海一带也捞到了第
一网，渔运船已经在装货返程的路上，元宵节前
就可以到达宁波。下周起，将会有更多鱼货到
港。”经常到象山等地收购海鲜的商贩胡师傅
告诉记者。

据出海的渔民反馈，这段时间受冷空气影
响，东海渔场风力较大，他们只好看风力捕
鱼。“休渔如今是4个半月，在春汛的最好时节
里抢时机，对于靠海吃饭的众人而言，这无疑
都是一场时间和体力的博弈。目前，各个船队
都穿梭在渔场寻找经济效益佳的带鱼、黄鱼、
大鲳鱼等渔汛。”桐照村的一位船主表示。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方云龙）
近日，余姚市市场监管局陆埠分局查获了一
起食品违法案件，生产者和销售者分别被罚
款10300元和10000元，依法没收相关食品。

春节前夕，余姚市市场监管局陆埠分局
的执法人员在一家农村超市检查时，发现其
正在销售的“特制麻酥糖”和“特制豆酥糖”的
外包装上标示的生产厂家是“余姚市陆埠食
品厂”，而负责日常监管的执法人员却对这个
厂家感到很陌生。执法人员当即通过移动执
法终端对上述厂家名称登记情况进行核对，
发现这家食品厂的确不存在。店主也无法为
执法人员提供有效的进货票据用于溯源，更
没有厂家的其他相关信息。细心的执法人员
在小小的产品合格证上找到了一个固定电话
号码，试着拨打后，居然能正常接通。

于是他们开展了地毯式排查，在一个菜
场附近的某豆酥糖厂门口的招牌上找到了这
个电话号码。

经现场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该厂持有有
效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证照
上面的名称为余姚市陆埠镇某某豆酥糖厂，
而非所查超市产品上所标的“余姚市陆埠食
品厂”。同时发现该厂多名正在厂里从事直
接入口食品操作的从业人员的健康证已过
期。

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一名从业人员将打
有虚假生产日期的合格证塞入包装袋中，工
作台旁边还有刚包装好的两箱共计110包

“特制麻酥糖”正等待发货，里面的合格证上
标注的都是同一个虚假生产日期。产品“早
产”的一幕被执法人员逮了个正着。

该厂老板称标签上的厂名是早已不存在
的前国营食品厂厂名。因为以前国营厂生产
的传统食品很正宗，有一定的知名度，为了提
升自己产品的价值和销售量，就在标签和合
格证上使用了这个厂名。至于产品生产日期
虚假标注，则是为了延长产品的货架期，减少
经营成本。

执法人员当场对上述虚假标注生产日期
和厂名的食品实施扣押并立案查处，生产者
和销售者分别被罚款10300元和10000元。

1月份个税少交了？
征管方式调整所致

节后新鲜鱼货陆续到港
海鲜价格有所回落

顺着一个电话号码
查获一起食品违法案件

昨日，路林批发市场海鲜花色繁多、供应充足，价格比节前有所回落。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