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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热点税收概念的甄别与勘误

刘远（审计署兰州办）

  【时间:2013年03月08日】 【来源: 】 【字号：大 中 小】  

         

  现实生活中税收是一个普遍与常用的经济概念，随着税收法律的深入宣传及公民纳税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普通纳税人也开始关注“税

收”这个经济范畴。然而，在现实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常用税收术语的不规范使用与税收基本概念的混淆和模糊，从而造成公民对税收的错误

认识，妨碍了税收政策意图的实现及税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作为国家审计人员，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审计业务中，经常会接触到以下概念，正确使用相关表述不仅有利于体现审计人员的专业

素养，而且对工作效率的提高也会有所帮助。 

   

  一、“起征点”与“费用扣除标准” 

   

  2005年、2007年和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三次修订，每次修订前后社会上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讨论就会甚嚣

尘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说法首先由新闻媒体所使用，随着人民群众对切身纳税义务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一表述也得到了广泛

传播。实际上，所谓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正确表述应是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税收学中，“起征点”与“费用扣除标准”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其含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起征点是指税法规定的对征税对象开始征税的起点数额。课税对象数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不征税，达到并超过起征点的，按全部数额征税。

显然，某税种法定起征点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该税种征税范围的大小、纳税人的多少。我国现行增值税和营业税制度中都有起征点的规定，

目的在于将销售额或营业额过少的纳税人排除在征税范围之外，给予其税收优惠。比如，营业税的起征点幅度原来规定为：按期纳税的起征点

为月营业额1000元～5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营业额100元。2011年11月1日起将上述起征点修订为：按期纳税的，起征点的幅

度提高为月营业额5000～20000元；按次纳税的营业税，提高为每次(日)营业额300～500元。这一政策调整使得小型和微型企业纳税人得到了

实惠，帮助众多小微企业渡过了难关。 

  费用扣除标准则是指税法规定的准予在课税对象中扣除的免予征税的标准数额，即对税法规定的课税对象数额中固定免予征税的部分。凡

是规定有费用扣除标准的，对费用扣除标准以内部分不征税，仅就超过费用扣除标准的部分征税。比如，个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2006年1

月1日起为1600元、2008年3月1日起为2000元、2011年9月1日起为3500元。如果某人每月取得工资收入3500元，2008年3月1日起应以1500元

（3500元～2000元）乘以10%计算纳税，2011年9月1日起则不纳税。 

  可见，费用扣除标准与起征点不同。从范畴看，费用扣除标准属于费用，不是所得，不属于征税范围。起征点则是应税收入，属于征税范

围。规定费用扣除标准，是指无论课税对象的数额实际达到多高的水平，费用扣除标准以内部分都不会被列入课税对象的应税数额，而仅就超

过费用扣除标准的部分计算缴纳税款。费用扣除标准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某税种的计税范围、计税金额的大小。规定起征点，则是指当课税对象

的数额实际达到起征点标准时，连同起征点在内的全部课税对象数额都应该依法计算纳税。 

  之所以人们乐于使用个税起征点这一表述，是因为税法规定起征点的高低与费用扣除标准的高低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这一税种征税范围

的大小、纳税人的多少及计税金额的大小，这恰恰是民众所能直接感受的，而在表达这一层意义上，起征点的概念更加的直观、形象。 

   

  二、“偷税”与“逃避缴纳税款”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修

正案第三条对“偷税罪”的规定做了较大的改动，将刑法原第二百零一条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

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

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相应的，“偷税罪”的罪名也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 

  税收是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法律法规对纳税人的财产进行地强制、无偿再分配，是纳税人的经济利益无偿的向国家的过渡。

“偷税罪”设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的税收收入，维护正常的税收征管秩序。偷税罪与那些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的犯罪相比社会危害性较低，仅是纳税人不愿意履行法定的纳税义务将自己财产无偿交给国家的行为。而从通常的含义上来讲，“偷”是将属

于别人的财产非法据为己有，但是在公民的纳税义务上，公民缴纳的税款是属于纳税人的合法财产，应将纳税人没有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与日

常生活中的偷盗行为区别开来。修正案将偷税罪的罪名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是对逃避缴纳税款这一行为的正名，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立

法技术的进步。 

  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讲，“偷税罪”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是纳税人意识的觉醒，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是社

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这一修改也体现了国家对征、纳税双方关系的重新定位。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

人民”，因此，虽然税收在形式上赋予了强制、无偿的特征，但实质上是公民为了国家利益的自我牺牲，因此税收也应从根本上体现对公民权

利、自由和财产的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对于“偷税罪”的名称尚没有做出相应修改，这造成了刑法与税收征管法的不统

一，影响了法律的严谨性和严肃性。目前，将“偷税罪”修改为“逃避缴纳税款罪”已在国内税收及法律学界达成共识，可以预见，在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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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法的修订时，对于“偷税罪”必定会做相应的修改。 

   

  三、“开征房产税”与“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 

   

  房价的上涨牵动着亿万民众的心，同时关于如何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议题也吸引了众多的关注。在中央出台房地产限购政策之后，接下来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走向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中对于“是否开征房产税”的讨论最为激烈。实际上，“是否开征房产税”是个十足的伪命题。 

  我国早在1951年就开征了城市房地产税，1986年又开征了房产税，从2009年元旦起，将城市房地产税并入了房产税。可见，从上个世纪50

年代至今，我国的房产税是一直存在的。只是目前房产税的征收范围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经营性房屋，对于个人所有的非营业

用房实行免税政策，致使大多数人没有缴纳房产税的亲身体验。也就是说，我国对城镇居民个人所有的营业用房或出租房屋一向是征税的。因

此，应当说，目前不是是否开征房产税的问题，而是对现在享受着免税优惠待遇的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是否要征收房产税？所以，“是否开

征房产税”的问题其实是“是否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的问题。 

   

  四、“个人出售自有住房拟按房产增值额20%缴纳个税” 

   

  2013年3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媒体称为“新国五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对个人转让房产所得征收20%个税的要求。由于媒体的错误宣传加之房地产问题的敏感性，这一点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较大的争议。

实际上，这既不是一条新规定，也没有调整个人出售自有住房缴纳个税的征税范围，并不存在公众所误解的国务院发布了一条新规定以及个人

出售自有住房的所有情况都要纳税的所谓“一刀切”、“政策误伤改善型需求”等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充分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税务、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

密切配合，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通过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核实房屋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

20%计征。”这一规定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通知》仅是强调“对出售自有住房按规定应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要依法严格征收，并没有

发布新的规定，个人所得税中财产转让所得本身就是按20%的税率征税，而且从程序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国家法律，只

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有权对其修订，国务院无权修改。二是《通知》强调“通过税收征管、房屋登记等历史信息能

核实房屋原值的，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这是因为税法规定“住房转让所得，按照住房转让收入额减除住房原值、转让住房过

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纳税”，税率为20%，而对于“纳税人未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房屋

原值和应纳税额的，由税务机关核定征收”，按住房转让收入的1%～3%核定应纳税额。此次国务院发文主要是针对此前个人转让房产中，部分

地方政府及税务机关通过核定征收出现的漏税现象，进行重申完善。例如，某人转让个人自用住房收入600万元，房产原值400万元，不考虑其

他税费，如按规定应征收40万元（（600-400）×0.2）的个人所得税；但如果按照核定征收，最高应征收18万元，最低只应征收6万元。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中对于个人出售自有住房的分三种情况计算纳税。一是为鼓励个人换购住房，对出售自有住房并拟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

内按市场价重新购房的纳税人，其出售现住房所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视其重新购房的价值可全部或部分予以免税。对个人现自有住房房产证

登记的产权人为1人，在出售后1年内又以产权人配偶名义或产权人夫妻双方名义按市场价重新购房的，产权人出售住房所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视其重新购房的价值可全部或部分予以免税。其中，购房金额大于或等于原住房销售额的，全部退还所应缴纳的个税；购房金额小于原住

房销售额的，按照购房金额占原住房销售额的比例退还纳所应缴纳的个税，余额作为个人所得税缴入国库。二是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

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继续免征个人所得税。三是其余情况的个人出售自有住房，应按规定纳税。可见，现行税法对个人出售自有

住房缴纳个税是区别对待的，税收调节的对象主要是短时间内买进卖出的投机倒房者，并没有抑制个人住房的改善型需求。目前，大多数新闻

媒体甚至一些专家学者对“新国五条”都进行了错误的解读，这不仅严重歪曲了国家的政策意图，同时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

（刘远） 

（本文内容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审计机关和本网站的观点，未经许可，不得转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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