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3 月 10 日 星期五 编辑：罗凤琼评论 03Comment

让个税回归“富人税”本位
头条评论 个税起征点从 3500 元提到 10000-12000 元，最高边际

税率从 45% 降到 25%，这是两个非常大胆的提议，是否合
理，自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论证。但无论如何，这都反映了
大家对更大力度个税改革的期待。

一周舆评

“个税改革正在研究和设计
当中”，“工资、薪金等实行按年
汇总纳税”，“将适当增加与家庭
生计相关的专项开支扣除项
目”……据报道，3 月 7 日上午，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
中心发布会召开，财政部部长肖
捷回应的首个问题，就是关于个
人所得税改革。仔细分析，他的
回答里有不少干货。

个税是看似最“个人化”的税
制，却关乎广大民众的切身权益。
有关个税的讨论年复一年，主要
围绕在个税起征点、税负与纳税
人权益对等话题上。今年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建忠建议，个税起征
点最低 10000-12000 元，让中等
收入以下的人不需纳税；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委员黄奇帆则在审议财政预算报
告时建议，将个人所得税最高边
际税率从 45% 降低至 25%。

个税起征点从 3500 元提到
10000-12000 元，最高边际税率从
45% 降到 25%，这是两个非常大胆
的提议。这样大胆的个税改革建
议，是否合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论证。但无论如何，这都反映了大
家对更大力度个税改革的期待。

个税之初衷，是取有余而补
不足。个税改革须避免让个税成
为“中产税”，而要以保护和扩大
中产为大体方向。要稳住刚步入
中产的群体，也要减轻还未真正
富起来的群体的负担。

要秉持这个思路，就要出台

更多可配套的执行举措，从而让
个税与国际接轨、民意诉求相符。

首先，个税改革要解决纳税
者收入信息不对称、不同社会群
体避税手段差异化较大这一现
实难题。随着国人收入结构呈现
多元化，以往那种单一的、以工
资来计算纳税额的模式明显滞
后。也因此，肖捷提出，将部分收
入项目，如工资、薪金、劳务报
酬、稿酬等实行按年汇总纳税。
这有利于精准征税，而让中等和
低等收入者成为“补瘦”而非“抽
肥”对象，也有赖于精准征税。

其次，个税改革需要在各种
收入起征点改革上相呼应。目前
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

还停留在 3500 元，是个税沦为
“工薪税”“中产税”的重要缘由。
而要让它回归“富人税”本位，起
征点动态调整不能原地滞留。

最后，个税的征税面扩大与
减免举措推进速度需相匹配，否
则就可能会产生“征税急而减免
缓”的尴尬局面。两者之间的改革
时间点要协调安排，并加以明确。

个税改革当有更大的前进
步伐，眼下肖捷部长对个税改革

“正在设计当中”的回应，让很多
人吃下了定心丸。他勾勒的个税
改革“画像”，也给纳税人带来了
更多的期盼。而这最终能否实现

“保弱者、扩中产”的目的，就看
接下来的税改靴子落地情况。黄
奇帆和杨建忠两位代表所建言
的，反映了个税改革仍有巨大空
间，个税改革力度，未来可以更
大些，真正满足工薪阶层的减负
诉求。 原载《新京报》

近日,福建一所中学的一则通知截图走红,这则面向某年级学生家长的微信群通知称,为了防止攀比行为蔓延,弘扬勤俭节约美
德,该通知要求该年级的学生不得穿进口鞋进入校园。对此,您怎么看?

学校禁穿进口鞋不是防攀比的良方

教育与生育
都是百年大计

下期话题预告

近日，济南推出“养犬积分制”，满
分为 12 分，扣满 12 分需要学习考试，
合格之后领回犬证。此举引发了大家的
热议，有人叫好也有人质疑，对此,您怎
么看?投稿请发邮箱:sdjbrmpl@163 .com

养狗办证积分制，你赞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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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凯

日前，一段拍摄于北京地
铁十号线车厢的视频在网络
流传。视频中，一年轻男子不
断对两名女子进行辱骂，并抢
夺手机。该男子之所以对两名
女子破口大骂，是因为她们向
其推广扫码服务。这种扫码推
广确实容易招人反感，但即便
是不胜其扰，是否就一定要歇
斯底里地对她人进行人身攻
击？视频引爆舆论后，@平安北
京发布通报称，已将嫌疑人张
某(男，17岁)查获。他只有17岁，
还是一个未成年人。不过，他
的一切表现虽然不能说是欠
抽，但说是欠教育则一点没有
问题。父母、学校没有教育好，
就该让社会和法律来教育他。

教育出了问题，生育也出
了问题。据《新快报》报道，据全
国妇联一项调查显示，半数以
上一孩家庭不想要二孩。生得
起、养不起,构成了“全面二孩”
放开后最现实的图景。当然，这
里的“养不起”,并非通常意义上
的养不起，而是无法保证给孩
子较为理想的生活条件和成长
环境。倘若生二孩是以显著降
低生活水平和抚养质量为代
价，那肯定得不偿失。

还有则相关的新闻。全国
人大代表黄细花提出建议，修
改《婚姻法》第六条，将男女法
定结婚最低年龄降为18周岁。
黄细花认为，降低结婚年龄可
以有效提高生育率，因为晚婚
会导致“生育旺盛期的女性数
量急剧萎缩”。提案公布后，引
发较大争议，因为18岁的孩子
往往还在上高中，结婚似乎太
早了。但也有学者表示支持：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人工流产。

其实，黄细花代表还有句
话说得非常好，“生育不像自
来水般可随意开关”。生育如
此，教育岂非也是需要细水长
流的百年大计？孩子自身的恶
习，不科学的教育方法，不良
的社会文化，都需要我们一点
点去纠正。

禁穿进口鞋难止攀比风

夏熊飞：学校禁穿进口鞋，
是对学生自主选择权利的干涉。
再说，在全球经济高度融合的今
天，进口鞋早已不再是奢侈的代
名词，而国产鞋的廉价标签也早
被撕掉。一刀切禁止学生穿进口
鞋进入校园，不仅有误伤之嫌，
也是“懒政”的表现。如果学生认
识不到攀比行为的危害，对勤俭
节约理念没有共鸣，那攀比之风
就不可能刹住。

杨朝清：禁穿进口鞋对于家
境困难的同学来说没有实质的
影响，对于那些家境优渥的家庭
来说，却是对私人空间的侵犯。
尽管其初衷良善，却由于方法生
硬、冰冷，触碰了家长和学生关
于权利与尊严的敏感神经，难免
会事与愿违。教育和引导学生塑
造正确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追求，
不能停留于“以堵代疏”。

消除攀比 重在教育

樊耀文：消除攀比，要引导
学生正确看待差别，每个家庭
的收入状况不同，反映出的生
活水平也不同。不能把富裕家
庭的穿进口鞋看成是攀比，也
不能拿普通家庭穿国产鞋就是
勤俭。这就要学校拿出管理的
智慧，与其“禁”不如“劝”。劝就
是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这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运喜：校园之所以存在
攀比风，根本原因在于受社会
攀比风的影响。所以，禁止校园
攀比风，不能单靠学校孤军奋
战，必须加强社会风气建设，在
全体公民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等
传统美德。对学生进行优秀传
统美德教育，提倡勤俭节约，艰
苦朴素，这既是学校的责任，也
是家长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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