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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税感时代
税民不再沉睡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即将于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由于关乎每一位纳税人的切身

利益，个税改革新政备受关注。无论是围

绕新婚姻法司法解释而出现的“房产加名

税”风波，还是趁中秋佳节气氛而刮起的

“月饼税”风潮，抑或总是被辩论却没有结

果的奢侈品关税口水战，都无不表明，中

国，已经进入税感时代。

“‘房产加名税’和‘月饼税’的出现

各有背景和依据，但肯定不是为新个税

条例实施造势，只是因为新个税条例的

即将实施，人们对税收问题越来越敏感，

越 来 越 关 心 税 收 对 个 人 财 务 情 况 的 影

响，以至于这些论题一出现，便立即引发

‘围观’。”湖南瑞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

天永告诉记者，这种“ 围观”说明中国纳

税人意识的觉醒，虽然其中不乏情绪化、

非专业的声音。

个税“硌”到了谁？

在北京某公关公司任职的赵宁小姐

每月工资大概 5000 元左右（不含三险一

金），谈起个税起征点调整对收入的影响，

她表现得不以为然。她告诉记者：“无论

是 2000 元，还是 3500 元，个税起征点提高

了，但是，每月的工资不多不少，就在那

里。调整前和调整后，拿到手的钱也差不

了多少，能多个 100 多元，也就是可以和男

朋友多在外面吃顿饭而已。”

虽然在物价高企的压力下，少缴的所

得税并不能给纳税人带来显而易见的实

惠，但是，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

准和调整税率结构的双重税收优惠后，工

薪阶层还算比较欣慰。

刚刚大学毕业的小刘在北京找了一

份业务员的工作，每月可以领到三四千元

的薪水。他告诉记者：“个税起征点调高

以后，我基本上不用缴税，挺好的。”

已经有车有房的公司白领罗超先生

月收入在 1 万元左右，精打细算的他告诉

记者，个税起征点调整前，他需要缴纳的

所得税在 1200 元左右，9 月份调整后，他

只需缴税 800 元左右。“虽说只是三四百元

的差距，但是，已经挺知足了。”他说。

不过，在这次个税改革中，由于税率

结构做了调整，在外企工作的姜小姐交的

税反而增加了。扣除三险一金后，她的月

收入在 3 万元左右，按照新税法，她每个月

要多交 150 元左右的税。“相对个人收入来

讲，150 元不算多，但是毕竟是‘多交了三

五斗’，心里还是会有情绪。”她说。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刘佐分析指出，鉴于来自工薪阶层

的个人所得税是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

主要来源，《个人所得税法》作了修正后，

可明显降低中低收入者的个税负担，并适

当加大对高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力

度，从而可适当加大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

配的调节作用。

天上掉下“月饼税”

整体而言，个税新政凸显了“让利于

民”的思路。但是，就在这一新政闪亮登

场前夕，一盒月饼，却“垫高”了个税的缴

费比例，刺痛了人们的税感神经。

临 近 中 秋，不 少 单 位 都 会 向 员 工 发

放月饼、中秋购物礼券或是月饼券。一

直以来，员工都觉得这种所得是“ 礼”所

当然的。如今，他们却被告知，这些收入

虽然以实物或有价证券形式发放，但不

属于免税范畴，也应计入工资薪金扣缴

个人所得税。

江苏省地税局副调研员季志祥明确

表示，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应

税所得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以及其

他形式的经济利益。单位发放的月饼，提

供给员工的免费一日游，均应作为应税所

得与当月发放的工资薪金合并计征个税。

北京市地税局的工作人员还进一步

指出，除去月饼外，公司发放给个人的手

机费、报销的汽油费，均应当计入个人工

薪所得征税。如果有公司违规没有缴税，

一旦有人举报，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这过中秋节，天上没有掉馅饼，却掉

下来个‘月饼税’，我个人觉得很不理解。”

罗超说，本来还在为个税起征点调高以后

可以少交税而感到高兴，觉得中低收入者

的负担得到了减轻，但是这“月饼税”一出

现，普通民众心凉了半截。今年的月饼，

势必会吃得心不甘、情不愿。

而北京某模具企业负责人事行政工

作的高小姐则向记者抱怨，今年的中秋月

饼到底是发还是不发、如何发，现在也成

了难题。“不发，中秋佳节公司没有表示似

乎说不过去；要是发，却落了个员工自己

买单，我们过意不去；公司买单呢，一不小

心又会落个偷税漏税的罪名。”她说。

税务部门征收“月饼税”，自然有法可

依，但这种税收的出现，让人们在感情上

“ 很受伤”。黄天永向记者解释，公众对

“ 月饼税”不理解，是因为此类税收的出

现，给普通民众一种税收“见缝插针”的误

解，觉得这一针是扎在了工薪阶层的心

上。实际上，类似的“福利税”，原本是针

对喊着亏损，实际上却享受着高工资、高

福利待遇的垄断企业，借此起到一定的约

束作用，调节过高收入，平衡利益分配。

奢侈品分级纳税

“尤其是围绕新婚姻法司法解释出现

了‘房产加名税’以后，尽管国税总局已表

示暂未考虑，但是一些地方税务部门的举

动已经有了盯住老百姓钱包的嫌疑。这

不得不让很多人对税收问题提高警惕，几

乎到了‘谈税色变’的地步，使很多情况下

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征税问题变得难以理

解起来。”黄天永说。

正如黄天永介绍的那样，税收话题总

是容易遭到公众误解。无论是反复被提

起的“提高个税起征点”，还是此前的“奢

侈品关税”以及现在的“月饼税”，真正的

利益指向实际都是高收入阶层，而工薪阶

层免费充当了富人的“炮灰”。反倒是直

接向富人开炮的奢侈品关税该升该降，却

还在纠结时期。

近 日，记 者 从 世 界 奢 侈 品 协 会 主 办

的 中 国 奢 侈 品 关 税 研 讨 会 上 了 解 到 ，

虽 然 商 务 部 与 财 政 部 两 部 委 专 家 仍 争

论 不 下 ，但 是 这 次 却 一 致 给 出 了 解 决

办 法 ——奢侈品关税可分级，对大众奢

侈品可以适当降低关税，对顶级奢侈品

则要征收高额关税。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国外税收研究

室龚辉文表示，关税里并没有奢侈品这个

专门的品目，要对奢侈品进行界定和细

分，分层调整税赋。对与生活密切相关的

大众奢侈品，应当适当降税。对顶级奢侈

品，可以不减税，必要时还可以增加进口

关税。

虽然各界人士对奢侈品降税呼声一

直很高，但是，最近的“郭美美事件”却让

奢侈品降税问题越来越敏感。商务部国

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就

认为，中国应该对奢侈品维持高关税政

策。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如果为了降低高

收入阶层奢侈品消费的成本，而在当前社

会收入分配极度失衡、社会矛盾相当尖锐

的时候降低奢侈品进口的关税，会对中国

社会的稳定构成很大威胁。

税民觉醒受惠无穷

对于税收给奢侈品价格带来的差距

有多大，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先生感受

颇深。不过，令他更加感慨的是美国的税

收环境。在他购物的过程中，几乎每一项

消费都被明确地提示了实际产品价格以

及需要额外支付的消费税。

“美国每一个州的消费税税率可能会

有差距，不同的消费产品税率也会有差

距，在消费者消费的过程，已经实现了收

入上的再分配。而且，消费者非常明了自

己在消费过程中承担的税收义务。相比

之下，在中国，很少有消费账单明细显示

税收部分。”李先生说。

李 先 生 认 为，这 虽 然 是 美 国 税 收 方

面一个小的缩影，但是，却能让每一名纳

税人在每一次具体的消费行为中，明确

地感知到自己为政府提供了税款，感受

到自己的纳税人义务。这也势必会时刻

提醒他争取纳税人的权利，监督政府对

税款的使用。

“中国人需要这种税感，需要纳税人

义务意识的觉醒，也需要纳税人权利意识

的觉醒。”黄天永说，目前，除了正常的税

收制度安排外，在很多领域、很多环节还

存在着林林总总的税费名目，甚至于一些

地方或部门的预算外收入有超过预算内

收入的嫌疑或趋势。如此，严重削弱了法

定税收的正统和主导地位，影响了税收筹

集收入职能的发挥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效

率，同时，也加重了市场主体的税收负担

和纳税反感，让其潜意识里税费不分、征

纳错位，“谈税色变”乃至暴力抗税也就不

足为怪了。

“所以，随着对一个个税收问题的关

注和争论，希望人们能在不断斤斤计较的

同时，提高自己的税民意识，不断地体验

到自愿纳税的责任感和成就感，收获到受

惠无穷的幸福感和遵从感。”黄天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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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催生的权利，和权利相称的义务，一直是一国纳税人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无论是围绕新婚姻法司法解释而

出现的“房产加名税”风波，还是趁中秋佳节气氛而刮起的“月饼税”风潮，抑或总是被辩论却没有结果的奢侈品关税口

水战，都无不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税感时代。

所谓“税感时代”，就是纳税人对税收斤斤计较、讨价还价的时代。不过，忙于炫富和做慈善的中国富豪们应该

没有时间来斤斤计较了。“国难当头”，美欧的富豪们给中国的“美美”们上了精彩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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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调整前后对比

当中国的“郭美美”们在忙着炫富，“卢美美”们在忙着做慈

善的时候，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得不腾出时间来，研究出可行

的方案来确保财富分配更均衡以及如何让富人更低调。这些方

案中，包括给房产证上多一个名字加税，包括把中秋节的一块儿

月饼掰碎了算税，却唯独下不了狠心在奢侈品进口的关卡增税。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喜欢方案喜欢议案，不过，只需一个上

调债务上限的议案就能弄得天下大乱。在赤字浩大、债台高筑

的苦海里，美国大船负重前行。就在众人犹豫着该把谁扔下海

以减轻船的载重时，年逾 8 旬的美国超级富豪沃伦·巴菲特大喊

一声——“向我开炮”。

这一声，振聋发聩，吓坏了全世界的富翁。

8 月 15 日，巴菲特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停止娇惯超级富

豪》的文章称：“长期以来，美国国会对亿万富豪很是友好，我和

我的朋友们被国会过分宠爱。现在是大家共同为国家做出牺牲

的时候了……国会应该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更多的税，以帮

助削减预算赤字。”

革命年代见过“向我开炮”的，和平年代可真没听过“向我征

税”的。不过，巴菲特这一招呼，追随者甚多。另一位美国超级

富翁、叱咤风云的投资家乔治·索罗斯通过其发言人做出回应：

“同意巴菲特的说法，向他祝贺……富豪如果反对增加税赋，自

身长远利益将受损。”

一周后的 8 月 23 日，大西洋对岸的巴黎，包括欧莱雅女继承

人、石油巨擘道达尔负责人、法兴银行首席执行官和法国航空总

裁等 16 家企业的高管、商界领袖与超级巨富联合签名，公开发表

了要求“被增税”的请愿书，呼吁政府提高对他们的征税额度，以

帮助国家解决财政问题。

说“爱国”大了，说“慈善”小了，或许，这是只有中国富豪才无

法理解的一种壮举。“巴菲特们”的兜里有多少钱早已无须拿出来

“炫”，“欧莱雅们”这回也没有强调自己的慈善。从见诸媒体的文

字来看，这些美欧富豪们的逻辑是如此直白和赤裸：因为“我们”

在现行体系中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好处，所以“我们”比别人更想

要维护它，为此，“我们”应当比别人做出更多贡献。

正是这种逻辑，着实吓到了中国的富豪们。

有多少“美美”，应该就有多少“美美”的亲爸干爹，中国风起

云涌出现的富豪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但是，除了或低调

或高调地海外采购爱马仕，除了或低调或高调地行慈善之事，中

国的富豪们，却始终还没有勇气和境界站出来说富人纳税太少，

呼吁增加富人税赋。

客观讲，中国富豪也曾经或者仍旧在为国家做贡献，无论是

创造 GDP、带动就业，还是慈善惠天下，他们都有所建树。但是，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对财富和富人日益顶礼膜拜的现在，中

国的富豪们尚未形成良好的财富文化，也还缺少一定的社会担

当。所以，当巴菲特“向我开炮”的声音响起的时候，中国的大富

豪们“凌乱”了，这种“乱”，分明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金钱和声望裹

挟下，内心越发寂寥的荒芜。

巴菲特“炮轰”超级富豪大快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