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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是否需
要调整近日再次引发争
议，有人提出，应将起征
点提高到1万元。媒体
调查显示，超过 60%的
网友对此建议表示“支
持”，认为“对中低收入
者征税越少越好”。

收入分配改革箭在
弦上，个税起征点是否
应该调高？如果要调
高，起征点定为多少更
合适？提高起征点能在
多大程度上缩小收入差
距？相关人士对此意见
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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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该不该上调
这一话题近日再次引发争议，逾六成网友认为
“对中低收入者征税越少越好”

【焦点】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大再
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
距较大问题。税收作为二次分配的
重要手段，提高个税起征点对缩小收
入差距的影响有多大？

【观点一】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
授洪剑峭：调高个税起征点对缩小贫
富差距具有积极意义。如果免征额
提高到 5000 元，则月收入 5000 元
以下的工薪族就可以免税。虽然高
收入者减税的绝对数要大一些，但
是给中等收入阶层带来的“减税感”
更强，被免税的工薪阶层群体也会
更多。

【观点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
生：过高上调个税起征点反而可能扩
大收入差距。我国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财产税，国家税收来源不是商品税
就是所得税。如果个税起征点提
高，就意味着个税整体收入在总税
收中的比重下降，相反商品税比重
上升。商品税的特点是，越是收入
不高、储蓄有限的普通大众，商品和
一般服务消费比例越高，因而纳税
也就越多，这样反而不利于缩小收
入和贫富差距。

【观点三】中国（海南）改革发展
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个税
起征点提高对缩小贫富收入差距的
效果有限。要让税收制度真正成为
调节收入差距的“利器”，需要从三点
着手：一是推进个税以家庭为单位征
收，完善累进税率制度；二是未来税
改更加注重财富差距的调节；三是减
少间接税种，让利于民。

【点评】个税改革要兼顾公平与
效率，形成一种既能推动社会公平，
又能激发劳动者工作积极性的合理
制度。在基尼系数加大、贫富差距
明显的当下，通过完善税制和结构
性减税“抽肥补瘦”，通过财产公开
和 取 缔 非 法 收 入 达 到“ 富 人 多 缴
税、中等收入人群适当缴税、穷人
少缴税”，才是税收二次调节功能
的应有之义。

提高起征点
能在多大程度上
缩小收入差距

【焦点】今年前三季度，我国CPI同
比上涨2.8%，同期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长10%左右。如果要提高个
税起征点，提高至多少才算合理呢？

【观点一】王健：个税起征点可提高
至1万元。提高个税起征点不仅能够增
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还有利于
培养中等收入人群。此外，根据《个人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个人年收入12万
元以上的人员，应当办理纳税申报，年收
入12万元正好相当于月收入1万元，这
也是有依据的。

【观点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间投

资研究中心主任马光远：从国际经验来
看，我国的个税起征点被低估了3000
元左右。国际公认的个税起征点标准
是人均GDP的 2倍，或是人均劳动工
资收入的1.5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综合考虑，特别是本着税收“调低控高”
的功用，合理的起征点应在5000元至
7000元。

【观点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
所长刘尚希：起征点逐步提高是一个方
向，但是不应该是5000元或1万元这样
一个固定的数值。起征点的额度应该
是弹性的、“指数化”的。比如说，与物

价水平和工资收入相挂钩，形成自动调
节机制。假如物价涨了5%，那么免征
额就向上调整5%，这样既照顾大家的
生活成本，同时也减少了通过修改法律
带来的成本。

【点评】“算账”本身并不是目的，让
居民税负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匹配才是问
题的重点。政府不但应当让个税调整成
为调节当前贫富差距过大的工具，还要
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功
能。保障水平上去等于增加居民收入水
平，也是税收的前提条件，于国于民都是

“双赢”。

如果提，多少才算合理

【焦点】去年9月份个税起征点调高
至3500元，约有6000万人免于缴个
税。在物价和居民收入“双升”背景之
下，起征点该不该再度提高？

【观点一】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范剑平：提高个税起征点是趋势，但不能
一概而论。家庭和地区间的收入和支出
差距很大，3500元对于西部和农村地区
可能是比较高的，但是对于北京、上海、
广州来说就算是低的了。另外，个税起
征点应当逐步上调，一步到位的话，无法
给未来收入倍增预留空间。

【观点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
主任王健：应大幅提高。比如新个税征

收办法执行以来，工薪阶层纳税面由
28%降低到7.7%，改革实施的前4个月
就减轻居民负担500多亿元，几乎相当
于给6000万不再纳税的人每人多发近
1000元。再上调，将进一步降低纳税
面，为“穷人”减负。

【观点三】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
长贾康：目前不该。大多数工薪阶层收
入在2000元左右，连3500元的起征点
都不到，再往上提对中低收入者毫无意
义；并且，按照现行税制，提高起征点反
而会使月入几万元的高管和“打工皇
帝”缴税更少。这不是与税收调控目的
背道而驰吗？

【观点四】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
长杨宜勇：从税收的角度讲，当然不应该
再上调。去年个税调整起征点后，缴税
人的数量从7000万减少到1000多万，
若起征点再大幅提高，就几乎等于取消
个税。税都收不上来，怎么保证财政的
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功能？

【点评】个税起征点是否该上调不仅
是个严谨的经济问题，也是需要认真对
待的社会问题。在我国的收入格局中常
常以政府和企业为重，近年来个人在整
个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重不升反降，
如何通过调节个人税负达到“民富”与

“国富”并重，考验政府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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