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在抵扣政策真正实施之前，更重
要的配套措施还待完善。虽然相关部门已经
进行了不少信息采集工作，但仍有很多方面
都有欠缺，比如银行信息等。

目前来看，个人收入和财产的范围比较
大，具有多样性特点，纳入登记范围的只是
一小部分。比如汽车、商品房以及职工的工
薪收入等这些显性的已经纳入登记范围，但
其他很多隐性收入和财产并没有被纳入。财
政部税政司所得税处早在2015年就已经开
始着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设工
作，但推进的进度并不乐观。“财政部门对于
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的建立是谨慎的，
毕竟此前房产登记系统的推进例子在那儿
摆着。”相关财税人士说。

2015年

全国个税收入8618亿元
同比增长16.8%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元，实际增长7.4%

根据财政部数据，2015年全国个税收入8618亿元，
同比增长16.8%。财政部表示，这主要是居民收入增长，
以及财产转让所得税大幅增加。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21966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7.4%———个税收入增幅远远高于居民收入增幅。

个人所得税在中国整个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其实并
不高。 去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24892亿元，个税只占其中的6.9%。所以，个税的调
整，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并不会太大。

■据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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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族福利！个税或按家庭征缴
子女教育费还可抵扣个税

如果你是一个三口之家的顶梁柱，另
外一半因为要照顾孩子无法上班，整个家
庭都依赖你的工资收入，但你加班加点挣
来的工资却要被扣个税———是不是挺委
屈？好消息是，这种情况有望改变了！

近日有消息称，个税改革方案已经完
成，预计最快2016年上半年上报，下半年
会选择部分方案实施。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个税制度一方面
在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工薪阶
层缴税较多，而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高收入
阶层缴税较少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个税的
所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而不考虑纳税
人家庭负担的轻重、 家庭支出的多少。同
时，对个税扣除标准缺乏动态管理，没有与
物价指数、平均工资水平的上升实行挂钩。

2012年3月，一份由国家发改委起草
的报告就郑重提出了以家庭为个税征收
主体，个人所得税按照综合征收，以此降
低赋税。实际上，以家庭为个税征收主体
的制度，按照劳务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
偶然所得进行分类征税，不仅比抬高免征
额更趋合理，也能让中等收入群体利用税
收扣除优惠政策来实现合理避税。比如适
时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即在保持以个
人为纳税单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允许夫妻
联合申报家庭赡养老人、子女教育、住房按
揭贷款利息等相关支出， 并在夫妻之间分
摊扣除或由一方扣除，夫妻双方分别纳税。

消息称，目前税前抵扣正在加紧研究
中。在酌情调整基本减除费用标准的基础
上， 先将部分劳动所得合并为综合所得，
将子女教育和职业教育纳入专项附加扣
除，并加快建立和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
息系统。

但需要注意的是， 在抵扣措施之前，
更重要的配套措施还待完善。据业内人士
介绍， 新的个税计征需要建立完善的个人
信息平台，真正实行恐怕需要3到5年时间。
而这些工作又都是税改的前提和基础。

个税改革
最快下半年落地

教育费用
有望纳入个税抵扣

实际上，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一些措施已
经落地。此前有媒体报道，去年12月14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保监会三部门发布
《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
点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31个城市率先试点
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税政策。 具体来说，个
人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健
康保险产品， 应当及时向
代扣代缴单位提供保单凭
证， 扣缴单位自个人提交
保单凭证的次月起， 在不
超过200元/月的标准内按
月扣除———一年下来，最
多可以省下2400元。

上述商业保险税前抵
扣的政策已于今年1月1
日开始实施， 如果你正好
在优惠范围内， 别忘记按
照流程去操作。

买保险
也可以抵扣个税

个税“跑得快”，增速是收入两倍

数据建立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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