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税调整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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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税免征额将上调至3000元的消息传出

后，省地税局相关人士曾经算了一笔账，2000元

到3000元的免征额提高，加上一级税率从5%降

至3%，我省个税收入可能将减少22亿多元。这

也就是说，如果免征额抬高到3500元，我省个税

收入减少的幅度肯定会高于22亿元。

“目前，我省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纳税人有

209万人。”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昨日向记者透露，

如果免征额提高到3500元，我省工资、薪金所得

项目纳税人将“缩水”至8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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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的个税二审方案中，个税免征额还是3000元，而昨

日，个税免征额被正式敲定3500元，同时适用超额累进税率，

税率为3%至45%。修改后的个税法将于9月1日起施行。

而根据我省税务部门此前的测算，如果免征额提高至

3500元，工资薪金所得纳税人将从209万人“缩水”至80万人。

政策：免征额高了，税率维持原样
昨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关

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

根据法律规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3500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

累进税率，税率为3%至45%。修改后的个税法将于9月 1日起

施行。

而据了解，这是自1994年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第3

次提高个税免征额。2006年，免征额从每月800元提高到1600

元；2008年，免征额又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此次将免征额

提高到3500元是减税额最大的一次。

样本：月收入3.86万以下都“减负”
“听说个税免征额最终敲定3500元，那我现在每个月可以少

交100多元了！”在省城某软件公司工作的余良每月扣除三险一

金后的收入恰巧是3500元，缴纳税款125元，而从9月1日后，他

每月的税款就可以省下来了。

记者昨日算了一笔账，与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相比，扣除三

险一金后月收入3.86万成了税负增减的临界点。

以3.86万为节点，月收入不足3.86万的市民，每月缴纳的税

收都将减少，而超过3.86万的市民，每月缴税则相应增加了。（详

见表格）

9月1日起，个税起征点调高至3500元

我省或有129万人不再缴个税
个税起征点应跟得上CPI的脚步
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 刘桓

在目前国家经济走势还不是很稳定、物价波动也相

对较大的情况下，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应当实行指数化，

也就是说，让起征标准和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挂钩。

假定今年我国CPI为5%，那么第二年，个税起征点

就从3000元提高到3150元。挂钩带来最直接的好处就

是，因物价上涨造成的成本提高，可以通过税收起征点

的扣除增加部分得到补偿。

应将高收入者也纳入征税范围
安徽大学金融系主任 徐亚平

个税免征额提高至3500元，这减轻了中低收入阶层

的税收负担。不过，月收入 3500 元在合肥也顶多算是

中等收入，按照目前物价上涨的速度，3500元的起征点

不算太高。我们也应该看到，高收入者的不少非工资性

收入没有纳入征税范围，对调整收入分配差距不利。

个税起征点是3500元，如何计算每月缴纳了多少税？

缴税＝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四金－缴税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应发工资－四金）－3500

扣除标准：个税按3500元/月的起征标准算

如果某人的工资收入为5000元，他应纳个人所得税

为：（5000—3500）×10%—75=75（元）。

算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