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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焦点1
年收入多少属于高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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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2
个税改革将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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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税改革还面临哪些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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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近期个税改革再度成为热点，针
对有观点称“年收入12万元以上被
定为高收入群体，要加税”，多位熟知
个税改革的财税专家24日对新华社
记者回应说，这一观点是误读，纯属
谣言，12万元不是划分高低收入人
群的界限。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所长李万甫说，被热炒的“年所得12
万元”概念实际出自我国实施10年
的个税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2005
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个人所
得税的意见，我国建立了年所得12
万元以上的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制

度，12万元只是2006年起自行申报
的收入界限，在当时也不是划分高低
收入的标准，今后也难以成为高低收
入人群划分的标准。有关媒体“年所
得12万元是高收入者”或“对年薪12
万元的纳税人要加税”的说法是一种
推演和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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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

希说，此次舆论热点凸显社会公众对
个税改革的关注和期盼。个税改革
方向已经很明确，即要健全个人所得
税体系，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
制模式，通过税制设计，合理调节社
会收入分配，进一步平衡劳动所得与
资本所得税负水平，适当加大对高收
入者征税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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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高公众对税
法的遵从度。 据新华社电

年收入12万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还要加税？对此财税专家辟谣：

税法上从未确立过高低收入标准

聚焦个税改革三大焦点

遭索马里海盗劫持
两岸渔船船员获救

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4日表示，
被索马里海盗劫持长达4年半的阿曼
籍台湾渔船NAHAM3号中幸存的26名
船员22日安全获救，其中9名大陆船
员和1名台湾船员，将在外交部工作
组的陪护下返回祖国，另有一人留在
内罗毕接受治疗。NAHAM3号渔船于
2012年3月遭索马里海盗劫持，船上
有来自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
南、柬埔寨的29名船员，其中10名大
陆同胞、2名台湾同胞，还有来自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的17名
船员。其间，包括1名大陆同胞、1名
台湾同胞在内的3名船员不幸身亡。

发言人介绍说，根据获救台湾船
员沈瑞章本人意愿及其家属委托，沈
将与大陆船员同机从肯尼亚首度内
罗毕回到广州，由家属从广州接返回
台。 据新华社电

中办国办：强化
党政机关信访责任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
法》，要求进一步落实各级党政机关及
其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信访工作责任，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
推动信访问题及时就地解决，依法维
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办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阅
批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定期接待群
众来访，协调处理疑难复杂信访问
题。各级党政机关工作部门对属于
本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应当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程序，及时
妥善处理。

办法明确，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在预防和处理本地区信访问题中负
有主体责任，应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和信访风险防控预警，针对具体问
题明确责任归属，协调督促有关责任
部门和单位依法、及时、就地解决，并
加强对信访群众的疏导教育。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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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台湾当局干扰
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针对台湾有关方面日前对香港
特区个别候任议员资格问题说三道
四，且有关候任议员还赴台与“台独”
势力勾连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4 日应询表示，我们对此高度关
注。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插手干
扰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破坏香港繁
荣稳定的言行。

安峰山表示，香港回归祖国以
来，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宪
法和基本法办事，获得香港各界和国
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安峰山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台湾
当局插手干扰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行。岛内顽
固“台独”分子与“港独”分子勾结，妄
图分裂国家，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反
对，更不会得逞。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