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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4_B8_AA_

E7_A8_8E_E8_B0_83_E6_c37_644860.htm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接下来，财政部、国税

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还将对草案进行进一步修订，提请全国

人大审议通过。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改革对中低收入者降

低税负的同时，还会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从而达到调节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目标。 据参与个税改革讨论的人士说，此

次个税改革总体目标是，使月收入2万以下的纳税人税负明显

下降，2万以上的纳税人税负稳步增加，收入越高，税额增加

越多。 目前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共有9级累进税率，最低5%，

最高45%.改革将维持最低档税率5%和最高45%不变基础上，

适当扩大适用5%税率的应税所得级距，降低适用45%税率对

应的应税所得标准。改革使得使大部分工薪族适用最低的一

级或两级税率。 以收入4000元为例，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规

定，扣除免征额后的应纳税所得额500元以内的适用5%的税率

，500到2000元适用10%的税率。改革后，有望调整为应纳税

所得额2000以下的适用5%的税率。2000到10000适用10%税率

，以此类推，最终在“减少级次，调整级距”下，只剩6级税

率，其中适合最低几档税率的级距大幅扩大。 最高45%的税

率有望被保留，并且降低适用45%税率的应税所得额，这也

表明高收入者的税负将增加，同时符合最高税率的纳税人数

量也会增加。 取消的税率级次主要为中高档税率，如25%

到40%的几档税率，税改更多维持了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结构

。 据悉此次修订还涉及建立费用扣除额动态调整机制，并原



则上每三年调一次。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税务学会副会

长安体富认为动态调整非常必要，而且应根据城镇人均消费

支出来确定。 一位地方税务部门官员认为，应根据全国最低

工资的三倍或几倍定一个费用扣除额，或者以平均工资为参

照。每年最低工资水平、平均工资水平都有变化，那么费用

扣除额也相应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于1980年9月10日颁布，也是中国第一部税收法律。征收第一

年个人所得税只有500万，而2010年个人所得税已达到4837亿

，是30年前的近10万倍。新闻推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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