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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受访专家指出，按综合分类相

结合方式实施个税改革后，在调节二次

分配、个税实际征管等方面还存在三方

面突出难题：

——个税占比偏低难以发挥调节

作用。孙钢等专家表示，目前个税占税

收总比重过低，在发挥调节收入、解决

分配不公方面的作用仍不突出。据介

绍，2015 年我国个税总额为 8616 亿

元，占税收的比重只有 6.3％。专家建

议，个税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二次分配的

作用，通过税改促进社会消费和经济增

长。

——大量现金交易难以纳入监管，

税收征管能力仍存漏洞。专家表示，以

个税为代表的所得税，由于需要掌握纳

税人详细收入、开支等涉税信息，才能

准确核算纳税所得，避免偷税漏税，这

对税收征管能力要求更高。

李万甫表示，由于当前仍然存在大

量现金交易等情况，因此个人收入和申

报的精确确认还难以做到。此外，部门

和区域间信息孤岛的问题，也使税务机

关难以全面掌握实际的信息。

——高收入群体征管仍存漏洞。

中山大学财税系教授林江表示，社会上

有把个税认为是征收工资税的说法，主

要是工薪阶层主要采用企业代扣代缴

和税务部门核查的办法，但一些企业高

管等高收入群体却可以把个人支出纳

入企业成本，规避个税缴纳。

李万甫表示，高收入群体个税跑冒

滴漏，需要完善政策，加快建设个人收

入和财产信息系统，既要鼓励社会财富

积累和勤劳致富，也要堵住偷税漏税的

漏洞。

专家表示，个税改革很难一步到

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说，个税改革社会敏感度高，改革关键

要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坚持“开门立

法”，制定大多数人能接受的方案，从而

提高公众对税法的遵从度。

年收入12万元属于高收入群体吗

聚焦个税改革三大焦点
近期，有观点称“年收入12万元以上被定为高收入群体，

要加税”，引发社会对个税改革的关注。到底年收入多少属
于高收入群体？个税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将面临哪些难点？

多位熟知个税改革的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专家 24 日
对“新华视点”记者回应表示，年收入12万元并非划分高低收
入人群的界限，不存在以年收入12万元为分界加税的情况。

近期，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激发

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

实施意见》明确，对技能人才、新型

职业农民、科技人员等七类群体，推

出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其中

提出，要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收入

分配的作用，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

的税收调节力度。

这项政策提及的“高收入者”，

按什么标准来确定？有舆论认为，

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属于高收入群

体，将是个税改革中重点调节的人

群，这意味着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以

上群体个税将增加。

记者采访了解到，“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以上属于高收入者”的说法，

源于从2006年开始实施的个税申报

制度。根据个人所得税申报相关规

定，年所得 12 万元以上的应自行办

理纳税申报。

业内专家介绍，在个税申报政

策制定时，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确

实是收入比较高的群体，如申报实

施第一年，全国仅有 168 万人申报。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李万甫介绍，当时选择年收入超过

12 万元的群体进行纳税申报，是为

后续个税改革进行试点探索积累经

验。年收入 12 万元，并不涉及高低

收入人群划分界限。

那么，年收入多少才属于高收

入者？长期跟踪个税改革的中国财

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孙钢说，在中

低收入和高收入的划分上，国际上

及我国均没有法律确定的标准，税

法上也从没有确定过高收入的标

准。“我国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收入

存在差距，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

体只是相对概念，不是绝对概念。”

以个税最高税率适用群体为

例，我国适用于个税 45％以上税率

的，为年所得96万元以上群体，是我

国去年城镇职工平均收入的 15.5

倍；美国适用最高 39.6％税率的，是

年所得 40 万美元以上群体，约为美

国人均收入的9.3倍。

“当前公众对高收入者标准的

关注，背后原因在于个税改革进展

慢。”孙钢说，个税改革后，也依旧

会按照税率表征税，因此今后各收

入 群 体 中 ，税 收 如 何 调 节 收 入 分

配，还得以个税改革后推出的税制

为准。

业内专家介绍，个税改革总的

原则是“增低、扩中、调高”，即增加

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收入者比重，

降低中等以下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力度。在降

低中低收入税负中，最主要的方式

并非提高个税起征点，而是增加扣

除项。

“3500元的个税起征点，实际上

就是工薪所得基本扣除额。”李万甫

表示，下一步个人所得税改革中，将

通过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机

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进一步降低

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如在现行

3500 元和三险一金基础上，今年起

已在31个城市试点商业健康保险扣

除政策，下一步还将开展税收递延

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根据社会配

套条件和征管机制的完善程度，适

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

李万甫等专家介绍，个税改革

下一步重点或将是增加家庭扣除

项。当前经常出现一个人赚钱，承

担全家子女教育、房屋贷款、老人

赡养等家庭支出。因此，今后将考

虑将一部分教育、房贷、养老等支

出，纳入扣除项，使税制政策更加

合理。

今年全国两会上，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曾对个税改革介绍，个税综

合计税研究内容，将包括满足基本

生活的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扣

除，抚养孩子费用扣除，个人职业发

展、再教育费用扣除等。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财政部等

部门起草的个税改革方案，在今年

两会前就已提交国务院。中国人民

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说，个

税修改要经过法律程序：首先国务

院要拿出修改草案，然后提交全国

人大常委会审议。由于个税是直接

税，而且关系到千家万户，所以全国

人大常委会很可能要经过较长时间

的讨论，最后还要在网上征求意见，

最后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

目前，个人所得税属于按月征

收。朱青介绍，实行综合分类相结

合的个税，需要按年申报纳税，所以

最好从一个自然年度（纳税年度）开

始实行新的个税制度。从这个意义

上说，最快也要从 2017 年 7 月 1 日

开始实行。

焦点二：

个税改革将怎么改？

焦点一：

年收入多少属于高收入者？

焦点三：

个税改革还面临哪些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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