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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个税
改革不仅仅包括个税免征额的提高，还
要包括由分税制逐步转向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这是十六
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的方向。分类计征
模式与无差别的宽免扣除制度，无法真
实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在充分体现
税收公平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实行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可以比较好
地兼顾纳税人的综合收入水平和家庭
负担等情况。

国务院参事、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
院副院长刘桓：个税免征额应该与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联动，与物价联
动。实现个税征收“指数化”，半年一调
或者一年一调，进一步推进个税征收的
科学化水平。

“年终红包”可以更丰厚
岁末将至，市民期盼

已久的年终奖即将到手。
而今年的“年终红包”也
会因个税减少更丰厚。

9月1日起， 新个税法正式实
施。工资、薪金的免征额调至3500
元，税率级数由9级减为7级，第一级
税率由5%降至3%。

这场个税改革既提高了起征
点，又调整了级次级距和税率，但
学界认为， 个税改革仍停留在现
有税制上的“小修小补”，中国个
税体制要最终实现分类与综合相
结合，“万里长征还只迈出了第一
步”。 ■见习记者 雷昕

【关键词】

【大事件】个税之争———创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

6月30日， 持续近半年的新个税草案之
争划上了句号。

自今年“两会”前夕，有关“新个税法”的
种种议案和探讨就不绝于耳。4月25日，个税
法修正草案全文公布，并面向社会征集意见。
一个月内征求意见数超23万条，比以往20多
部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总和还多， 创人大单
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

6月30日，个税修正草案人大二审会场出
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将6月27日二审表决稿中
原定的免征额3000元提高至3500元。“这是一
次终身难忘的经历”，亲历四天个税修正案讨
论现场的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回忆此次激烈的
人民大会堂个税之争， 满怀感叹：“是民意推
动了个税改革。”

新个税法将免征额由每月2000元上调至
3500元，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税率由9
级减至7级，同时将个税税率第一级由5%下调
至3%，征税级距也做了相应调整。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介绍， 新个
税法调整后， 个税全年减收1600亿左右，工
薪阶层纳税比例由目前的约28%下降到约
7.7%，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
人。税负增减临界点提高至3.86万元。其中，
应纳税额在8000元到10000元（扣除“三险一
金”）之间的工薪阶层最受益，可以获得480
元/月的最高减税额。

【点评】 23万条建议， 提高了500元，不
容易。”叶青在微博中写道。央行货币政策委
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最后一分钟上调500
元，象征性意义重大。”

个人所得税素有“社会公平税”的美誉，
具有“劫富济贫”、调整社会收入公平的作用。
改革体现了个税法修改一贯坚持高收入者多
缴税、中等收入者少缴税、低收入者不缴税的
精神，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
促进社会公平。

@李迅雷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
家)：关于起征点的讨论其实意义不大，
起征点高低对于社会结构性矛盾调和
不起作用。 中国经济最大问题是贫富
差距悬殊， 正是这一差距阻碍了经济
转型，即从投资拉动到消费驱动。

@刘尚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个税改革应既见树木，又见森
林。免征额仅仅涉及工薪所得中的一个
要素。主要针对免征额提出诉求，仅仅
使一部分人眼前不再纳税，而无助于整
个社会公平。个税改革的方向也应当是
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

湖南省地税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杨
德光：2011年个税改革是税法成立以来
改革内容最多的一次。不仅提高减除费用
标准，还优化工薪所得税率结构、调整生
产经营所得税率级距，延长纳税时间。

湖南大学财税专家罗宏斌教授：个
税改革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改变税制
征收模式，实行综合征收为主、分类征
收为辅的征收模式。不妨以我国已实施
的年所得超过12万元纳税人自行纳税
申报制度为基础，对已经进入自行申报
范围的纳税人先实施综合计征，这既可
控制自行申报纳税人的初始规模，又可
较好地利用既有制度框架。

湖南人说

改变税制征收模式很迫切

望远

免税额与CPI联动

显微

个税新法落地仅是第一步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