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处“敏感地带”
月薪2000~

3000
元

尽管个税起征点

抬高的靴子还未落地，

各种传言已经“飞”入

寻常百姓家，从“一审”

到“二审”，个税起征

点调整终于在时隔三

年后提上日程。

近日，个税的调

整方案第二次提交全

国人大审议，与前一

个方案相比，个税起

征点仍然暂定 3000

元，而月应纳税所得

额不超过 1500 元的

这部分税率则从 5%

降到了 3%。此次起

征点上调，谁肩上的

税收担子将减轻？

记者 沈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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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维持 元不变
谁肩上的税收担子轻了？本报调查省城四个样本

3000
在网上，白领唐欣看到个税起征点即将上调至3000元的消息，她

忙不迭地翻出10天前发的工资条，月工资2800元。

接着，唐欣又从手机里找出光大银行的短信提醒，打到她卡上的

钱是2745元，“这也就是说，我上月被扣了55元的个人所得税。”

如果个税起征点上调至3000元，唐欣将被列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的范围。

专家点评：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是个税起征点调整的初衷。

而像唐欣这样，收入不高，也没有过多的存款，即使每个月只能免除

几十元的税收，对他们来说也相当敏感。

李彤的收入在扣除五险一金后，她每月拿4500元。按照现行的

个税方案，个税起征点为2000元，李彤每月应纳税额为4500元-2000

元=2500元，适用15%的税率，速算扣除数为125元，也就是说，李彤每

个月需缴税2500元×15%-125元=250元。

但是如果个税起征点调高后，李彤发现，自己的受益是最实在的。“现

在扣除起征点3000元，我可以适用3%的税率，只要缴纳45元就行了。”

专家点评：工薪阶层是社会生产力的中坚力量，承担着社会和家

庭的大部分责任和压力，上调个税起征点至3000元，可以说他们是最

受益的人群。

2006年，大学毕业的马非税前月薪在2万元左右。“每个月缴纳

3225元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员工的工资。”马非每

个月实际拿到手不到18000元。

个税起征点为2000元时，他应缴纳个税为3225元，当个税起征

点为 3000 元时，他缴纳的个税为（20000~3000）×25%-1005=3245

（元），比之前还要多增加20元的个税。“还好只是增加了20元，并不

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马非笑着告诉记者。

专家点评：这部分人群收入较高，虽然上调个税起征点对他们来

说会增加负担，但是相对于他们每个月的收入来说税收在他们的生

活收支中占的比例微乎其微。

以前魏锦每月拿到手的工资在1900元左右。前段时间，魏锦想

跳槽到另一家企业，对方开出的工资是2500元，但是如果那样，她每

个月多缴25元的个税。

“看上去工资涨了，但是缴税，加上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上

升，我的节余可能还不如以前。”魏锦告诉记者。

专家点评：个税起征点上调几乎是所有人受益，对于月薪低于

2000元的人群来说，个税起征点上调没有给他们带来既得的利益，但

是却为他们将来收入的提升打开一个通道。

一个月能省下一件衣服月薪4500
元

肩上多了根税收“稻草”月薪20000
元

加薪通道“被打开”月薪低于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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