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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营业税，惠及大部分企业
对于企业而言，最大的税种——增值税的优惠

幅度将更为诱人。
“十二五”期间增值税要完全替代营业税，成为

覆盖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税种，营业税同时取消。
“这项改革‘十二五’期间势在必行。”一位税务部门
官员说。

营业税是以营业额全额为计税依据，而不是按
照价差征税，更不是像增值税那样只对增值额征
税。以服务业为例，其服务所消耗的购进货物承担
的增值税税额不能得到扣除。所以，服务业承担了
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双重税收负担。

增值税覆盖营业税后，企业投资的厂房、车间等
不动产将可以从销项中扣除，这一措施的减税幅度
可能高于机器设备的扣除，这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实
际的优惠。

除了“两高一资”企业，限制类企业，几乎大部分
正常企业都会被这些优惠所覆盖。江苏一家服装企
业老板说：“如果增值税按此方案实施，我的企业不
仅厂房能够抵扣，研发经费都可以抵扣，这能节约很
大一笔税收支出。”

◀减税势在必行▶
个税减负呼声最高

“我们现在的税确实很高，不减不行了。”记者采
访的两位分别来自江苏和甘肃两省的税务部门官员
发出同样的感叹。

“现在税前扣除项太少，出差补助、车补都要交
个税，又不考虑家庭支出，税率又比较高。”一位地方
税务部门人员说。一个人月收入超过 2000 就要交
税，但这个收入在很多城市温饱都成问题。而一个
收入相对较好的白领月入 7000 多元，他可能要用
2000 元还贷，剩下 5000 元，要缴纳 625 元的个税。
而剩余 4375元还需支付教育、看病、人情往来等各
项支出。“这个收入现在在大城市生活几乎不可能有
存款。”在一家媒体工作的黄女士称。

国税总局曾经发布，在个人所得税中工薪阶层
缴纳比例占 2/3，降低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个税负
担成为社会各界最强烈的呼声。

企业的税收也并不轻松，随着征管水平的提高，
不合理税制的弊端开始凸显，已经严重影响产业发
展、企业创新。

减税并不代表税收减少
一位地方税务部门官员说：“减税不只来自压力

还有动力。”
几乎所有被采访的学者官员都认为，减税并不

代表中国的税收收入将减少，他们确信中国的税收收
入还会继续增加，因为在减税的同时，对“两高一资”
将大幅增加税收，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也将加强。
还包括房产税开征、环境税开征、资源税提高等。

最后，杨志勇强调，正在制定中的房地产税税负
设计一定要适度，否则会把前面几个税收让出来的
优惠全部消化掉。

综合《经济观察报》《法制晚报》

针对中低收入个人和大部分企业减税，

将成为中国“十二五”税改的关键词。

记者获知，个人所得税改革最早将在明

年择机推出。一位参与方案设计的人士称，

此次个税改革并没有将提高起征点作为突

破口，而是选择了等同于降低税率的方案，

减税力度更为明显。中低收入者收益最

大。减税也将惠及大部分企业。

中国也将因此迎来自1994
年以来最大

规模的税改。目前有关方面制定的规划尚

未涉及具体税率和细则，不过一位地方税务

官员说，“十二五”的减税幅度看来要比金融

危机期间的规模大很多。2008
年金融危机

爆发至今，中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减税措施

预计减税达5000
亿元。

中低收入者税负有望明年
减轻

个人所得税改革最早将在明年择机推出，
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有望减轻。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此次个税改革并没
有将提高起征点作为突破口，而是选择了等同
于降低税率的方案，减税力度更为明显。

据了解，鉴于为中低收入者减轻税负比较
迫切，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制定了一个个人所得
税近期方案。这个方案将在 2011 年选择适当
时机推出。

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是 9 级累进税率，明
年要做的就是“减少级次，调整级距”。据悉，这
次税改计划将9级税率缩减为6到7级，同时适
当扩大了级距。

目前，第一级500元，即工资收入扣除2000
元起征额后的收入，对应 5%的税率；第二级
2000 元，10%的税率；以此类推到 5000 元、
20000元，税率分别为15%、20%。

改革后，第一级有望调到2000元，对应5%
的税率。“下一个级距可以到 2万元，这个区间
适用10%的税率，这样税率相当于降了一半，大
部分中低收入者都集中在最低的一级或二级税
率。”一位地方税务官员建议。

此外，按照规划，劳动报酬所得和财产转让
所得起征点要调整到与工资薪金同等水平，目
前这两项所得起征点仍为800元。“这部分收入
一般是来自脑力劳动者，这样也可以减轻中等
收入者负担。”学者分析。

“调级距和级次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因为短
期办法大家都盯在起征点上，但起征点上调作
用其实并不明显，反而会使纳税人口进一步减
少。按调级次和级距估算，全国工薪阶层可能
要减税几百亿元。”上述地方税务部门官员说。

未来：根据家庭赡养人口设计个税系数
近期目标实施的同时，财政部和国税总局也在加紧研究制定中长期目标，

即综合与分类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未来财税部门会确定一个赡养系数，根据家
庭赡养人口设计系数，确定最终纳税额。”一位知情人士称。

“这个中长期目标实现难度很大，因为它需要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还需要
税务部门掌握个人包括家庭婚姻状况、银行账户等各种信息，‘十二五’是否能
实现并不乐观。”该知情人士称。

今天上午，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对记者表示，在下一
步的改革中，个人所得税总体会降低，目前的9级税率也肯定会减少，这是个税
改革的方向。

杨志勇同时表示，具体到个税能降低多少，税率减少到几级，现在还“不得
而知”。

算账
月入3800元税改后少交155元

如果某人减去三险一金后的工资收入为3800元，按照现在个人所得税9级累
进税率表计算，应纳个人所得税为：(3800—2000)×10%—25=155(元)。

如果按照改革后“第一级有望调到2000元、对应5%的税率”计算，那么此人应
纳个人所得税为0，相比现在的个税制度，节省了155元。

月入6800元税改后少交355元。
如果某人的工资收入为 6800元，他应纳个人所得税为：(6800—2000)×15%—

125=595(元)。
如果按照改革后的税率计算，那么应纳个人所得税为(6800—2000)×5%=240

元，与现行的个税征收标准相比，降低了355元。

附：个税速算公式（数据为现行方案）

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额－扣除标准）×适用税率 - 速算
扣除数，速算扣除表如下:

1.不超过500元的部分，税率5%，速算扣除数为0
2.超过500元至2000元的部分，税率10%，速算扣除数为25
3.超过2000元至5000元的部分，税率15 %，速算扣除数为125
4.超过5000元至20000元的部分，税率20 %，速算扣除数为375
5.超过20000元至40000元的部分，税率25%，速算扣除数为1375
6.超过40000元至60000元的部分，税率30%，速算扣除数为3375
7.超过60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税率35%，速算扣除数为6375
8.超过80000元至100000元的部分，税率40%，速算扣除数为10375
9.超过100000元的部分，税率45%，速算扣除数为15375

高收入者税改方案未定
中央也要求税务部门制定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措施，调高其税负，但这一

任务至今没能取得进展。有消息人士称，对工薪阶层的个税减免各方意见基本
一致，没有太多分歧，但对高收入者的调节上分歧非常大，讨论多次也未能形成
统一意见。

对高收入的个税调节主要是调高，但目前中国最高45%的税率已经在世界
上属于很高，如果再提高，只能造成富人恶意偷逃税款。

一位地方税务官员建议，反向操作，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如到30%，让富人
接受并愿意合法纳税，这样收上来的税只会比过去多。

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建议上踌躇不定，暂时还未形
成方案。

◀企业减税▶

◀个人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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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酝酿大减税 取消企业营业税、降低增值税率

个税改革最早明年推出
中低收入者受益最大

月入3800元税改前需纳税155元，税改后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