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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轮个税改革让不少中低收入者税负下降，“十四五”时期个税改革仍将继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下称“十四五”规划)称，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推进扩大综合征收范围，优化税
率结构。

去年11月，财政部部长刘昆撰文表示，“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
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适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修法，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
所得范围，完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完善吸引境外高端人才政策体系。

多位财税专家对第一财经分析，“十四五”时期个税改革仍将是税制改革重头戏，
在上一轮改革迈出综合税制第一步后，下一步综合所得范围会继续扩大，财产性所
得、资本所得会逐步纳入。在此基础上，个税税率结构和级距会进一步调整，45%
最高边际税率有望下调，税率和级距进一步优化，总体上降低中低收入者负担，加
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和监管力度。

财产、资本所得应逐步纳入综合所得

个税改革一大方向是调节收入分配，重在公平。2019年正式启动的个税改革首次推
出了综合税制，即将以前分类征收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稿酬四
项所得，统一为综合所得，并采用统一的7档超额累进税率，而非此前四项不同收
入采用不同的税率，体现了公平性。

但与国外普遍采用大综合税制相比，中国综合所得范围相对较小，目前综合所得也
仅限于劳动所得，而像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比较大的利息股息红利等资本性、财产性
所得，并不包括在内。相比于劳动所得最高适用45%的边际税率，目前财产性所得
和资本所得均采用20%的比例税率。

而要平衡劳动所得和财产所得、资本所得之间的个税税负，关键在于扩大综合所得
范围，上述“十四五”规划已经明确这一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近日撰文称，在此次个税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应乘势
而上，将个税综合制改革进行到底。个税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税收的公平正义。
最优的税制是契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税制。应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扩大纳入综合征税的所得范围，如将财产性所得、
资本所得等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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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调整税率级距

随着综合所得范围扩大，税率结构也应进一步优化。

目前综合所得采取7档超额累进税率，共有3%、10%、20%、25%、30%、35%、
45%七档税率，其中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42万元以上，相应适用后三档税率；全
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96万元的部分，才适用最高的45%税率。

中国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冯俏彬告诉第一财经，目前45%边际税率过高问题比较受关
注，部分人士呼吁降低45%最高边际税率，有的认为降低到35%左右，甚至还有人
建议降至25%。

“我也认同降低45%最高边际税率，但应该慎重，可以适度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因
为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整个收入分配可能更加倾向资本和技术，未来仍需要个税发
挥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可以对税率采取小步快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冯俏
彬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个税税率结构不
合理，综合所得最高税率适当下调，适用收入宜提高，以更好地促进中等收入群体
的扩大。另外税率可以简化为三档。

“目前个税税率结构设计不够科学合理，影响了个税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下一步改
革应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加大调节过高收入力度。”中国政法大学施财税法研
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

他对第一财经表示，按照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群体收入分布规律和分类
调节原则，对每档税率的高低进行差异化设计。考虑到降低中低收入者负担和综合
所得范围不断扩大，应该进一步拓宽相应的税率级距，并优化税率，比如取消45%
最高边际税率，以增强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曾建议，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

除了个税税率结构继续优化之外，专项附加扣除制度也将进一步完善。

多位财税专家表示，下一步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进行动态
调整，比如适当增加住房租金扣除标准，考虑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据实扣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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