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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无关宏旨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2月1日  莫之许 

尽管起征点上调值得欢迎，但这一措施对当下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可能太大，而更多是象征性

的。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自身周期调整的影响，今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回落明显，且有

进一步趋冷趋势，为此，中国政府迭出重拳，试图提振经济增长，并将主要重心放在投资建设之

上。与此同时，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建言指出，真正启动内需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支出，更需要从增加

居民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入手，尤其是应该加大减税力度。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税收

增幅一直以远超过GDP 增幅和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幅的速度在增长，以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发

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始终名列前茅，许多人认为，税负过高是内需不振的根

本原因，通过减税以刺激内需，在此思路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提高，也被认为是一个值得考虑

的选项。对此，笔者的看法是，减税势在必行，但个税起征点的提高却不必寄望过高。  

通过减税以刺激内需，进而拉动中国经济发展，其核心在于税负比例的下降。而依据目前个人

所得税在宏观税负中的比重，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整体税负降低的贡献并不大，因此，这一措

施对经济拉动的作用不宜过高估计。中国共有法定的22个税种，此外，中国各级政府尚拥有预算外

收费、土地出让金、社保收费等收入。如果将上述政府收入一并计算，根据相关研究，中国的真实

宏观税负已经达到GDP的30%以上，甚至摸高35%。而在这个盘子中，个人所得税占法定税收比例不过

7%，占宏观税负的比例就更低。因此，即使个人所得税整体下降10%，降低宏观税负也不到1%，也就

是说，尽管起征点上调值得欢迎，但这一措施对当下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可能太大，而更多是象征性

的。  

如果说上述的分析太过宏观，那么，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个体的时候，依然会发现，个人所得税

起征点的调整，其实是无关宏旨的。首先，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低收入阶层帮助并不大。在中

国，个人所得税仅仅是国人日常所缴税收的一部分而已，由于我国实行含税价，因此，每购买一件

商品，每享受一次服务，都要向政府交一次税。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去餐馆吃一次饭，最后的结

帐金额中有5.5%就是税收，分别是营业税和城建税，而假设你买一包8元钱的香烟，其中有4.7元作

为消费税进入了国库，此外，如果你买一件100元的衣服，其中就包含14.53元的增殖税和1.45元的

城建税。因此，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更应该做的是退税，他们通过消费所交纳的税款，应该予以返

还，仅仅通过提高起征点而给予一点好处，是不够的。  

此外，即使对提高起征点最直接恩惠的中等收入工薪阶层来说，提高免征额度意义也不像想像

中那么大。根据相关计算，一个在北京名义工资为1万元税前月薪的人士，在交足三险一金的情况

下，公司每年为其付出的总额为169800元，其个人每年实际现金收入为84631。2元，每年所交个人



所得税额10732。8元，此外就是高达74796元的由公司和个人共同负担的三险一金，因此，个人所得

税免征额的提高，对于广义税负的降低作用并非想像中明显，对于公司方来说尤其如此，对经济的

刺激作用也就可想而知。  

从上面简略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之高下，并非宏观税负高企的根本。短短30年间，

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几乎无税演变到了今日无税寸步难行，这其间当然也伴随着税收制度的逐步完善

和征收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老百姓的纳税意愿和自觉性的逐步增强。毋庸讳言的是，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由于征管能力的低下，和民间纳税意愿的低落，政府税收征管更多地采取了 “宽打窄用”

的措施：也就是往往会制定一个较高的税率，以保证在比较低的实际征收率的情况下，也还可以获

得相应的税收。近些年来，随着征管能力的提高和民间纳税意愿和自觉性的增强，中国税收的实际

征收率大幅提高，由1990年代的大约50%，增长到了如今的70%以上，这也正是最近几年税收爆炸性

增长，以及宏观税负比例直线上升的根本原因，因此，降低宏观税负的方向更应该放在全面降低税

率之上，需要对当下税制的合理性进行全面检讨。在这种情况下，斤斤计较于起征点的高下之分，

在我看来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当然，我这么说并非反对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在宏观税负如此之高的情况下，一切有利于

降低宏观税负的措施，我都欢迎。有意思的是，针对茅于轼先生8000元都不算高的言论，居然有不

少人反对，其理由就是调高起征点对富人更有利，对于这种论调，我基本没有反驳的兴趣，因为，

如果富人交纳的税都被挥霍了，或者至少不用于有利于穷人的用途，那么，富人交纳再多，都与穷

人没有关系，而富人交纳的少，或许还可能为穷人多创造些就业机会，衡量当前中国税收使用的方

向，或许，富人交纳的更少些更好，尽管月收入8000以下其实根本就不算什么富人。  

行文至此，又去看了一下今日新闻，赫然看见媒体报道个税起征点提高幅度也就在2500-3000元

区间，更大可能是2500元，突然觉得这篇文章写的好无聊，看来，所谓减税以刺激经济的思路，还

没有进入到政策制定者们的头脑之中，媒体人士的寄望和鼓吹，更像是一场独角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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