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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捷表示，从国际经验
来看，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加
税前扣除的一些专项项目，
需要相对成熟的社会配套
条件。

对此，专家和代表委员
指出，个税改革还需要做好
法律修订、信息共享、诚信体
系完善等配套工作。

首先是法律修订。肖捷
表示，按照税收法定的原则，
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研究制
定之后，还需要相应地修改
税法，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

其次是信息共享。林江
举例说，纳税人的工薪收入、
财产收益、家庭成员情况等
信息分属不同部门掌握，只

有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涉
税信息联网，才能建立健全
自然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
统，为个税改革全面落实打
好基础。

专家指出，改革还需要
社会诚信体系的完善作为重
要支撑。例如，一个纳税人
的房产出租，如果不去登记
备案，只是私下进行现金交
易，税务等部门就难以掌握
信息，如果个人不申报，其偷
税漏税也难以发现。

全国人大代表金硕仁等
认为，要提高税务部门的数
据分析、调查能力，更要充分
发挥诚信体系的约束作用，
一旦发现偷税漏税应采取更
为严厉的惩罚性举措，压缩
偷税漏税的空间。

焦点4 推进个税改革还需要哪些配套？

回应 掌握涉税信息、相应修改税法

个税改革有什么新动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乌梦达 韩洁 李劲峰

个税免征额
是 否 调 整 ？ 家
庭 日 常 开 支 如
何抵扣？

在 3 月 7 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举行的
记者会上，财政
部部长肖捷回应
个税改革等热点
话题。出席两会
的代表委员和会
外专家也对此建
言献策。

个税免征额是否会上调？肖捷表示，改
革方案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
测算，确定是否提高免征额，该提高就提高。

根据目前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
所得中，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后的
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俗称的 3500
元个税起征点。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解到，自2006年
1月我国将个税免征额从800元调整为1600
元以来，12年来还经历两次上调：2008年上
调到2000元，2011年上调为3500元。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我国个税免征额的
调整主要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导致的生活成
本上升，隔几年相机调整。当前考虑对免征
额进行调整有必要性。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
长胡怡建表示，个税改革涉及千家万户，社会
对改革也有预期。但是个税改革相对复杂，
需要稳步推进。

焦点1 个税免征额会提高吗？

回应 根据消费水平综合测算，

“该提高就提高”

工资薪金、稿酬等劳动所得个税征收调整，一直备
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曾多年关注作家稿酬等
个人所得税政策问题。她认为，工资薪金个税起征点
一再调整，而同样作为劳动收入的稿酬征税方式却未
变化，降低了以稿酬为主要收入的作家收入水平。

肖捷在记者会上表示，个税改革基本考虑将部分
收入项目，比如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行按年
汇总纳税。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
生产经营、劳务报酬、稿酬、财产租赁等 11 项所得应
纳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都是劳
动所得，其中工资薪金按月征收，劳务报酬和稿酬则
按次征收。

“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现行将劳动收入分类
征收，容易出现两个人劳动收入相同，只是由于收入来
源不同导致的税负不同问题。比如，有的务工人员收
入主要靠劳务报酬，缴税税率为20％；有些群体收入
来源多样，不仅每项都能有免征额，而且工资薪金也能
享受递进税率等更多实惠。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表示，将
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项目合并征收，按年汇总
纳税，还可解决按次征收或按月征收所带来的某次或
某月收入偏高、加重整体税负过高现象，能够真正发挥
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焦点2 劳动收入相同来源不同能否统

一税负？

回应 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实

行按年汇总纳税

哪些日常开支能够纳入
专项扣除领域，是个税改革
的关注点之一。北京市居民
黄斌近期一直在考虑是否要
两孩，他的一大顾虑是，家里
多了一个孩子的抚养开支，
个税负担却无法相应减轻，
负担加重。

肖捷说，个税改革还将适
当增加与家庭生计相关的专
项开支扣除项目，考虑有关

“两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进
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过去，考虑个税的免征
额主要是基于吃穿用开支。”
胡怡建表示，现在，教育、住
房、医疗等方面也成为基本生
活开支的常规项目。因此，这
些家庭开支也应逐步纳入专
项开支扣除项目范围。

专家介绍，专项开支扣

除是在计算个人应缴纳个人
所得税数额时，将相应专项
开支数额在税基中扣除，从
而减少纳税额度。

张斌说，哪些家庭开支
应该纳入专项扣除领域，应
该充分考虑政策受益面的公
平性、税收征管可行性等综
合要素。从现有情况来看，
孩子抚养开支费用扣除是相
对最为紧迫、最为可行的专
项抵扣项目。

中山大学财税系教授林
江说，实施个税综合征收后，
将要对纳税人纳税方式与税
务部门征管方式进行较大改
变。对纳税人而言，将要从
现行的“代缴代扣”，改为个
人申报，需要汇总填报收入
与纳入专项开支扣除的相关
信息，并接受税务机关核查。

焦点3 哪些家庭日常开支能抵扣？

回应 考虑有关“两孩”家庭的教育等支出

纳入专项扣除

财政部部长肖捷正就“财政工作和财税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