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个税改革有望分步到位 房贷利息抵扣个税已确认， 

将会在全国推广 

◎ 转载 

 

“营改增”之后，压力倍增的地税迎来新的转机。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对推进中央

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做出总体部署。 

“这对于改革是个好事，地方财政压力减小，地税才有更多的改革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地税的另一大主力——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或将加速。 

个税改革方案已经提交至国务院，《个人所得税法》修订草案也即将上交全

国人大审议。 

个税改革的重点方向是综合与分类相结合，即按综合所得减除标准，而不是

继续按工薪所得的费用标准，“抵扣”成为此番个税改革的最大亮点。目前，企

业年金和个人商业健康保险已经允许纳入个税扣减内容，以家庭为单位征收、房

贷利息抵扣税等内容，将随着信息系统、征管条件的逐步完善而分步到位。 

增加个税抵扣 

个人所得税改革或在今年下半年加速推进。 

事实上，早在 2003年 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个人所得税的改

革目标，即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目前，我国采用的是以个

人为纳税单位的分项所得税制，按照不同征税项目计算纳税，直接从工资里扣缴，

便于管理和控制税源。但是，以个人为纳税单位的分项所得税制只能体现个人某

一项目的所得，不能体现个人所有收入项目的整体负担能力，也不能照顾到不同

家庭的差异因素。 

“在分类所得税制之下，没有考虑扣除项目中家庭抚养、赡养、大额教育和

医疗支出、首套房屋贷款利息等生计扣除的因素，夫妻二人必须分别纳税，没有



将家庭作为纳税主体对待，考虑到家庭和人口存续发展、未来鼓励生育和尊重家

庭价值的客观趋势，应尽量广泛实行综合征收，相应降低税率，实现整体性减税。  

本次个税改革，纳入综合征收范围的收入种类越多，那么，个税在调节收入

分配上就越有力度。业内人士认为，应将劳务报酬所得、股息红利、房租、财产

转让所得、承包经营、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都尽可能纳入综合征收范围，纠正个人

所得税沦为“工薪税”的现状。 

“总的方向是把 11个分项综合起来再分类扣除，而不是简单按统一标准做

工薪项下的扣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 

楼继伟认为，个人所得税综合计税很复杂，需要研究的内容很多，包括个人

职业发展、再教育费用的扣除。满足基本生活的首套住宅按揭贷款利息的扣除；

抚养孩子费用的扣除，要研究扣除什么阶段的教育费用，是义务教育阶段、高中

阶段，还是大学阶段，要给予扣除。同时放开两孩后大城市和小城市标准不一，

真正的费用是多少并不一样，税法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还有如何扣除赡养

老人费用等。 

据了解，目前凡是实行家庭制征个税的国家，往往都实行的是综合所得税制

或综合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首先是尽

可能完备的税制设计，不能影响纳税人的结婚选择，为了防止“婚姻减负”或“婚

姻惩罚”现象的出现，在设计生活费扣除时，要充分考虑家庭成员的情况。其次

是重视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方法，家庭申报不适用于公司直接扣除，需要自行到税

务部门申报缴纳，纳税人的自觉性和诚信观念都非常重要。相应的，要具备较高

的税收征管水平，税务机关能清楚掌握纳税人的收入情况，能及时发现瞒报、漏

报收入的现象，并能对违章者进行处罚，以维护税法的尊严和依法纳税的良好氛

围，同时要有方便快捷的涉税服务专业人员，对不能准确申报的纳税人实施代理

或服务。 

但在我国，不仅是抵扣，在具体税制设计上，需要完善的还有很多。 

“比如同样为劳动所得的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税收负担存在明显差异，税

负不平。如果个人取得 3500元工资薪金，由于目前的费用扣除标准就是 3500



元，因此该人可以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如果个人取得的是 3500元劳务报酬，

却需要缴纳 540 元个人所得税，这也体现出一种不公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税

收研究所副所长刘颖表示。 

据了解，个税改革将分步到位。先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部分，再随着信息系统、

征管条件和大家习惯的建立，逐渐完善改革。 

优惠有限 

尽管抵扣项目十分丰富，然而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住宅按揭贷款利息的扣除，

简而言之，就是将购房人的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支出可以作为起税前项进行抵扣。

个税抵扣房贷政策的效果不直接体现在房贷上，而是还贷人的收入。这条政策对

于购买高档住宅且工资水平较高的人群减负效果更加明显。 

“房贷利息抵扣个税已经确认，并且可以确定该方案会在全国推广。”财政

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 

如果是在免征额以内的家庭，原本就不用缴纳个税，那么个税的任何抵扣将

与其无关，包括房贷、养老方面的抵扣。对于超过免征额不足 1500元的人来说，

是按照个税税率 3%计算，即使全部抵扣，每 1元房贷仅能抵扣 0.03元，即每 1000

元房贷抵扣 30 元；对于超过免征额 1500元但不足 4500元的人来说，按照 10%

的税率计算，每 1元的房贷可抵扣 0.1 元，即每 1000元房贷可抵扣 100元。随

着收入的增加，可抵扣的个税越多。 

不过，据贾康透露，截止到 2015 年两会，缴纳个税的人只有 2800万人，占

整个人口总数的不到 2%。因此，个税抵扣的优惠并不普及。 

贾康认为，不能独立地看待个税改革，本轮个税改革要站在整个税制改革的

宏观层面去思考，税制改革应以保护纳税人权利为中心，纳税人总体税负不应增

加。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将个税改革与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改革结合

在一起考虑，就是说，如果个税改革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就应当通过降低增值



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税负，让纳税人得到更多实惠，实现直接税与间接税一体化

的改革。”贾康称。（朱晓冬/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