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审的个税法草案第三条个人所得税
税率表，将工薪所得的适用税率由原来的9
级修改为现在的 7 级，分别适用 5%、10%、
20%、25%、30%、35%、45%的税率，取消了
15%和 40%两档税率，扩大了 5%和 10%两
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全国人大在网上征求到的逾23万条意
见中，共有75690人对本条发表了意见。其
中赞成 27470 人，占 36%；要求修改 25383
人，占 33%；反对 21712 人，占 29%；其他意
见1125人，占2%。

另据记者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曾
邀请 16 位社会公众，与全国人大有关部门
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座谈，
当面听取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意
见建议。

16 位代表来自不同阶层，代表不同收
入人群，他们中有高校教师、公司经理、咖啡
店打工妹、银行职员、煤矿工人等。

“那天说税级调整的比较多，就是说5%
这一档改成2%或3%，10%这一档定成8%，
希望税级有所调整。”参与当天座谈会的中
国职工之家财务部副主任陈璐告诉记者。

2010年中央公共财政赤字8000亿元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7日介绍说，2010年中央公共财

政收支总量相抵，赤字8000亿元，比预算减少500亿元。
受国务院委托，谢旭人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1次会议作2010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他说，2010年，中
央公共财政收入42488.47亿元，加上从中央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调入100亿元，使用的收入总量为42588.47亿元。

谢旭人说，中央公共财政支出 48330.82亿元，加上
用于补充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57.65亿元，支出总
量为50588.47亿元。

据谢旭人介绍，2010年末中央财政国债余额67548.11
亿元，控制在年度预算限额71208.35亿元以内。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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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 案草案

3000元起征点未变 应纳税额不超1500元
月入4500 减税205元

专家表示，3000元起征点有理有据，低收入人群基本不纳税

全国人大消息，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起征点还是3000元，但是在税率
上将第一级月纳税所得额1500元的税率由5%调整至3%。这样看来，纳税人的税负
有所减轻。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自4月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共
收到意见逾23万条，创下人大单项立法之最。

山西长治市潞安矿业集团常村煤矿工
人王垠建议将5%和10%两级税率分别降低
到 2%和 5%。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务系教
师曹建韬建议增加 2%一档税率，其适用于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0元部分，或者
将 5%的税率修改为 2%，或者适当扩大 5%
税率适用的范围。

昆明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办公室主任雷
时雨、北京市烟草专卖局向兰建议将 5%、
10%和 20%三级税率分别降为 2%至 3%、
5%至 8%和 15%，以减少月收入 12000元以
下的工薪人员的个税负担。

记者获悉，二审的个税法草案中，5%的
税率已下调至3%。

民主、科学结合 让大多数人受益
关于个税的每次修法，起征点无疑是一个热议的焦点。自1980年以来，

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共调整过两次。第一次是2006年1月，免征额从800元提
高到1600元，使得执行了25年的800元个税免征额正式走进了历史。

第二次是2008年3月起，免征额又从1600元调整到2000元。而如今3
年过去了，随着工资、物价水平的增长，2000元的起征点已明显不合时宜。
对此，正在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提至3000元。

不管从全国人大网上征求到的逾23万条意见看，还是从人大常委会为
此召开的几次专家学者、代表座谈会看，3000元起征点受到热议，也不乏质
疑的声音。

网上近一半意见建议适当提高起征点，数额从3500元至1万元不等，其
中较多建议提高至5000元。对此，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数据计算，2010年我国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性支出为每月2167元；
2011年按增长10%测算，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月消费支出约为2384元。

因此，草案拟将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每月3000元，应该说既考虑了当前
居民消费性支出情况，也考虑了今后几年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情况。

月薪1万元 税负大约减一半
此前，也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3000元起征点较为适宜，这样88%

的工薪阶层或将无须再缴纳个税。”
观点一出立即招来了网友的质疑，网友“宝墨人”说：“个税调整征求意见

今日结束，据说88%的工薪阶层或无须缴个税。起征点还是3000元，我怎么
就成了那12%的富有人群了呢？”

也有网友问道：“个税起征点一直在3000元上有争议。一边是专家，一
边是民意。那么谁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声音呢？”

对此，有专家解释说：“调整后，工薪所得纳税人的比重从现在的28%降
到了12%，88%的工薪阶层都无须再为工薪缴个税。而且，月薪在3896元以
下的人不用再缴纳个税，月薪1万元的人税负也减少了46%。”

级距、税率调整 成调税负关键举措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如玉认为，单纯提高免征额对所有人都

会带来减税，但对缩小贫富差距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收入越高的群体减税越
多，而低收入群体受益相对较少。因此，上调免征额的改革数额宜低不宜高，
应该与级距和税率的改革共同进行。应多调级距和税率，少调免征额，这是
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税负和提高高收入者税负的关键举措。 据《法制晚报》

5%税率一档调整为3%

(以收入4500元为例)
草案修改两次 税额降了200多元

●现行个税方案
4500元（月收入）－2000元（起征点）=2500元（应纳税额）
2500元（应纳税额）×15%（税率）－125元（速算扣除数）=250元（税额）

●一审草案
4500元（月收入）－3000元（起征点）=1500元（应纳税额）
1500元（应纳税额）×5%（税率）－0元（速算扣除数）=75元（税额）

●二审草案
4500元（月收入）－3000元（起征点）=1500元（应纳税额）
1500元（应纳税额）×3%（税率）－0元（速算扣除数）=45元（税额）

●总结
45元（二审草案税额）－75元（一审草案税额）=-30元
45元（二审草案税额）－250元（现行税额）=-205元
注：以上月收入均不含三险一金

算账

个税起征点之争

个税法草案二审稿中，记者注意到，面对之前存在
较大争议的 3000 元起征点，并未提高。前不久中国人
大网公布的逾 23 万条意见中，共有 82536 人对此发表
意见，八成多意见不同意将 3000 元作为个税的起征
点。

对此，全国人大有关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全国人
大网全文公布了个税法草案征求到的原始的意见中，
有很多民众建议修改起征点，这并不意味着起征点就

肯定上调，因为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因素。
民意也要进行科学分析，能接受的当然要接受，接

受不了的要作出说明。这也是实现“民主立法”与“科
学立法”相结合，要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能完全
是“民主立法”。

另外，有专家表示，3000元的起征点是根据国家统
计局 2010 年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测算出来的，
有理有据，基本上解决了低收入人群不纳税的问题。

科
学
立
法

3000元起征点未动

在此次常委会审议个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过程中，
全国人大法律委综合社会各界意见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根据具体情况，对扶养人口、教育、医疗等费用支
出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二是加快实施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三是加强税收信息收
集管理，依法严格征管，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

我国个税制度实施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分类税
制，早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就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综合
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税制改革的目标。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指出，目前我国的个税修
订仍属于个税改革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目标迈进的

“前期铺垫”。
他坦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还存

在不足，如分类计征模式与无差别的宽免扣除制度，
导致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基无法真实反映纳税人的纳
税能力，进而使个税不能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的功能。但当前个税改革朝着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方
向迈进仍有很大难度，要推进综合计税，需要实现纳
税人信息申报的实名制，个人全部收入信息应实现网
络全覆盖，纳税人申报制度也要健全。

全国人大法律委在 27日的报告中明确表示，考虑
到本次国务院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对工薪所得减除
费用标准，即起征点和个税税率结构的调整，对其他
内容可抓紧研究，适时全面修改个税法。

？个税未来会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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