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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征额调整享减税红利

新的个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调整至
每年 6万元，即每个月 5000元。但值得注意的是这 6
万元是指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四项收入合并之后起征
点。在税率方面，个税的部分税率级距进一步优化
调整，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
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
距不变。

小杨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其月收入一直在1万
元左右，挣得多时能达到 1.5万元左右。在个税执行
新的起征点之前，他每个月缴纳税款都会超过 500
元。而现在，他要缴纳的税款都降至 500 元以下。

“新的起征点和税率减税还是挺明显的。”小杨说。
小王也表示，新的起征点和税率会让普通工薪

阶层感受到明显的降税，“因为很多原先在 10%税率
的人这一次都降到了3%这一档中了。”

据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仅以免征额提高到每
月5000元这一项因素来测算，修法后个人所得税的纳
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现在的 44%降至
15%。许多人的个税在免征额提升之后将变为零。

而上述提到的新的免征额是将工资、薪金所
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合并计算之后的免征额，这也昭示着本次个税改革
的一个重大调整。

过去个税征收采用的是分类征税的方式。2019年
开始实施的新个人所得税法将工资、薪金所得，劳务
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四项所得
合并为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表，进行
综合征税，由扣缴义务人按月（次）预扣预缴，纳税人
按年汇算清缴。“这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在中国税制改
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个人所得税实现了由分类税
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的转变。”中国社科院财
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向记者表示。

那“预扣预缴”“汇算清缴”是什么意思呢？就
以小杨为例，小杨的工资首先是每个月按照新的起
征点和税率表进行预扣预缴，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缴纳
个税。到了年底时，再进行一整年的清算汇缴，将工
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进行综合征税，多退少补。这对于一些收入不
稳定的人来说，可以有效减少缴纳的个税。

“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一直以来以代扣代缴方式
为主，综合征收以后，企事业单位要继续依法代扣
代缴，还需要纳税人按年度自行申报与汇算清缴，
不仅对税务机关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也要求纳税人
具有自觉良好的纳税意识和较高的税务处理水平”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副教授龙朝晖向记者表示。

张斌表示，采用新的征收方式后，越来有多的
纳税人将直接面对税务机关办理个税汇算清缴，这
对于增强纳税人的意识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直接
面对税务局，会让每个人切实感受到纳税人的权利
义务，对‘花纳税人的钱’会有更直观的感受。”
张斌说。

专项附加扣除实惠大

对于个人来说，新的征收方式对其影响并不是
很大，单位等可以帮助办理。但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
加扣除则是牵动着每个人的实际利益，因为这是实实
在在的减税红包，每个人都可以享受。

2018 年 12 月 22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发布，在扣除范围、扣
除标准、扣除方式、扣除环节、征纳操作等要素上，
个税专项扣除的实施都进行了详细周到的安排与设
计，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六
大部分，分别是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
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

■ 贷款利息的扣除

对于专项附加扣除，小杨表示十分欢迎，这确确
实实让他减轻了不少负担。2018年，小杨在北京买了
房，贷了不少款，对其日常生活影响不小。当听说能
够专项附加扣除之后，他马上就向单位的财务部门询
问如何进行扣除。“能减少一点是一点，能够在税前
扣除一部分，少缴一部分税，也能够让自己到手的收
入更多一点。”小杨说。

对于贷款利息的扣除，办法规定，纳税人本人或
配偶使用商业银行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为本人
或其配偶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在偿还贷款期间，可以按照每年 1.2 万元标准定额扣
除。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扣除。

■ 租房租金的扣除

小杨是因为贷款买房而能够享受到专项附加扣
除，他的好朋友小张则是因为租房享受专项附加扣
除。小张和小杨一样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从入职工
作开始就一直自己租房住，每个月的房租要 3000 多
元。以后再缴纳个税时，小张将会享受到每个月 1500

元的定额专项附加扣除。小张在接受采访时，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毕竟每个月还是少交一点税了嘛”。

对于租房租金的，办法规定，纳税人本人及配偶
在纳税人工作的城市没有住房，而在主要工作城市租
赁住房发生的租金支出，可按以下标准定额扣除：承
租的住房位于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
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 1.8万元 （每
月 1500 元）；除上述城市外，市辖区户籍人口超过
100万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年 1.32万元 （每月
1100 元），市辖区户籍人口小于 100 万的其他城市，
扣除标准为每年9600元 （每月800元）。

■ 大病医疗的扣除

大病医疗支出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中，让很多人感
到高兴。如果有这项支出，通过扣除之后，能够有效减
轻家庭负担，不会因为大病支出而影响家庭的日常生
活。具体而言，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发生的与基
本医保相关的医药费用支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
担（指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超过 1.5万元
的部分，由纳税人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时，在8万元限
额内据实扣除。“征求意见稿中扣除限额为 6 万元，正
式发布的办法中定为 8万元，增加了 2万元，体现了国
家对大病患者家庭的关怀。”龙朝晖说。

■ 子女教育的扣除

对教育支出的专项附加扣除也是本次新个税法专
项附加扣除的重要内容。这包括子女教育和继续教育
两个部分。子女教育部分的扣除是指，纳税人的子女接
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学历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小
学、初中教育）、高中阶段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技
工教育）、高等教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教育）。年满3岁至小学入学前处于学前教
育阶段的子女，就按每月1000元定额扣除。

■ 继续教育的扣除

继续教育部分是指，纳税人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
（学位）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学历（学位）教育期间按照
每月 400 元定额扣除。同一学历（学位）继续教育的扣

除期限不能超过 48 个月。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
资格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支
出，在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3600元定额扣除。

龙朝晖表示，无论是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还
是继续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首先是能够减轻家长或
者本人的负担，同时还能够激发大众的热情，帮助人
们树立终生学习的良好习惯，使得中国劳动力的素质
和能力不断提高。

■ 赡养老人的扣除

此外还有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办法规定纳税
人赡养 60 岁 （含） 法定赡养人的赡养支出，可按以
下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独生子女的，按照每年
2.4万元 （每月 2000元） 的标准定额扣除；纳税人为
非独生子女的，应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年 2.4万元
的扣除额度。这就有助于弘扬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
让纳税人更好地去孝敬老人。

享减税红利须如实申报

对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具备其中一项或者
多项，这样在每个月的扣除中就有 1000 元到几千元
不等。龙朝晖表示，专项扣除较好地落地实施，将有
效减轻纳税人税负。根据个体差异，考虑其不同负担
情况以及公平税负，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与
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做出不同的减税措
施，能够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但是专项附加扣除涉及的人数多，覆盖的面广，
因此此次申报采用自主申报，只要申报即可抵扣，然
后进行抽查。这其实是一种对社会的诚信检验，能够
享受减税红利的前提就是如实申报。

在暂行办法中，对六项的专项附加扣除做了细致
的规定，涉及到夫妻的或者兄弟姐妹的都有明确的要
求。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正常办理即可。但这也不排除
可能有人会多报以谋求更多的减税。

因此要加强监管。张斌建议，各部门间要加强信息
的共享，实现对申报信息的自动筛查对比，尽量发现申
报中的不诚信的行为。对于发现的不诚信行为，“可以
采用包括信用联合惩戒等方式予以处罚。”张斌说。

新的一年刚到，对很多中国人来
说，首先收到的第一个“红包”是关
于个人所得税的。从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实施，纳
税人在每月 5000 元“起征点”基础
上，还能够享受到 6 项专项附加扣除
政策带来的更大减税利好。整个改革
顺应民意，既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
性，更有利于税制公平。这一新规的
正式实施，是中国新一轮个税制度改
革最受关注的一环，进一步释放了巨
大的改革红利。

能迈出这关键一步，很不容易。
个人所得税法自 1980 年实施，先后经
过 7 次大修。这次修改的很多内容堪
称“根本性改革”。比如个税起征点，
前后经历了多次调整：从 2005 年每月
800 元 提 高 到 后 来 的 1600 元 、 2000
元、3500 元；此次修法则提高到 5000
元。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占
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将由修法前的
44%降至15%。而且这个5000元的标准
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后会根据城镇居
民基本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情况进行
动态调整。

再比如，首次增设的专项附加扣
除，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
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赡养
老人等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支出纳入
扣除范围。为确保改革惠民，财税部
门人员在制定办法前进行了大量的实
地调研、座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吸收了大量民意。改革还扩大了
低档税率级距，让广大纳税人都能够
不同程度享受到减税红利，特别是中
等以下收入群体获益更大。可以说，
这次个税改革，每个老百姓都是参与
者、见证者和推动者，凝聚了最大公
约数，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个税改革关键在落实，要切实把
新事办好、好事办牢，也不容易。这
次个人所得税法修订，是一次历史性
的变革，实施专项附加扣除更是一次
全新尝试。对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
和纳税人来讲，专项附加扣除都是一
个新事物。“摸着石头过河”，对所有
相关方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保障新
税制落地，税务机关在开展政策培
训、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管理、纳税
信用运用等制度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准
备工作。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继续加强业务指导和政策宣
传，将政策考虑得更细致、更周全一些，这样新法实施后出
现的问题就会少一些。

对于广大纳税人来说，加强学习很重要。要尽快理解新个
税政策，弄清自主申报的操作模式，这样才能确保自己明明白
白享受到减税红利。同时，要做到如实申报。新个税法实施条例
和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都明确规定，纳税人和扣缴义务
人都要按规定保存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的资料，以备税务机
关事后抽查。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恶意造假、虚报个人信
息，后果将会很严重，有关部门将依法处理，将其纳入个人
信用信息系统并实施联合惩戒。

个税改革，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因此改革
必须关注民生顺应民意。同时应该看到，对于缴纳个税，
每个人的诉求难免出现差异，这是正常的事。由于中国当
前国情和征管配套条件等方面限制，这轮个税改革也不可
能让人人都满意。怎么样让税制更公平？关键一条是看改
革是否凝聚了最大公约数、是否满足了大多数纳税人的合
理诉求。只要继续坚持好这个标准，下一步的个税改革完
善和深化就不会走偏，就能更好回应民众期盼，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凝
聚
最
大
公
约
数

彭
训
文

新
华
社
发

新
华
社
发

免征额提高，预扣预缴、汇算清缴，专项附加扣除……

个税红包 照单全收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免征额提高，预扣预缴、汇算清缴，专项附加扣除……

个税红包 照单全收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对北京某事业单位做财务工作的小王来说
一点也不轻松。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实
施。其中很多新的规定，需要学习新的操作方法。而一向会在节前发
工资的单位，也因为这次个税调整延后了发放时间。

本次个税调整有许多亮点，许多措施更加注重惠及民生。2018年
10 月，个税调整的第一步开始执行，将个税起征点调整成为每个
月 5000 元。而在 2018 年 12 月，《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相继公布，征税方式改为“预扣预缴+

汇算清缴”，同时涉及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也具
体明确。2019 年，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每个人会感受到切切实
实的减税红包。

个人所得税不仅仅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钱袋子，也是国家财政收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2017年个税收入达11966亿元，个人所得税成为仅
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因此个税的改革和调整除了
对个人的收入影响之外，也是国家税收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

本次个税改革和调整究竟怎么惠及民生，大家能够收到什么实在
的红包，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图为1月2日，在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福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大厅，纳税人在了解新个税
法六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内容细节。 孙文潭摄 （人民视觉）

图为浙江省海盐县税务局干部通过“面对面”辅导方式，为扣缴义务人详细解答六项专项附加扣
除政策。 郭秋敏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