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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最“恐怖”景点将添新挑战

到美国芝加哥观光的游客几乎都不会错过韦莱集
团大厦（曾名西尔斯大厦）。位于大厦103层的透明观
景台不知让多少人头晕目眩、双腿发软。如今，这座大
厦即将“换装”，再添刺激项目。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这次改造将把观景台增加
一层，变成上下两层。两层之间由一个伸出楼外的透明
楼梯相连。若是你胆量足够大，可以戴着护具，在400
多米空中体验一把“空中漫步”。

韦莱集团大厦透明观景台2009年对公众开放后，
吸引了大批人，不少人为了一探究竟甚至要排上两个
小时的队。不过，大厦中的其他部分自1973年来几乎
没有改造。

大厦所有方黑石集团表示，这次改造将对包括办
公区和电梯在内的区域进行全面翻新，还将新开设一
个3层的零售、餐饮空间，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服务。

●有口臭？或许是话说太多！

口臭总是让人尴尬不已，但有时，仔细刷牙似乎并没
有什么用。英国《每日邮报》说，引发口臭的除了常见的牙
龈疾病和口腔卫生状况不佳，还有就是话说太多。

文章引述伦敦牙科美容中心专家默文·瑞安的话
报道，唾液能够帮助冲走引发口臭的细菌，而说话太
多会将口腔暴露于空气中，令唾液干涸。这也是教
师、律师等人口臭问题高发的原因。解决方法其实很
简单——多喝水。

工作压力大也会让唾液分泌减少、细菌滋生。所以
当你很忙时，一定记得好好刷牙、使用牙线和漱口水来
彻底清洁。另外，节食、鼻窦炎、糖尿病甚至日常服用的
抗抑郁、过敏和降压药都会引发口臭问题。

如果上述原因都没有呢？那也许就要归结于心理
原因了。比利时研究人员调查了 2000 名因口臭问题
前去诊所就诊的患者后发现，其实16%的人压根没有
口臭，都是臆想出来的！ （本组稿件均据新华社）

智能旅行箱

改变生活

使用150道工序、用110个配件打造而成的这款
旅行箱，具有100%的铝镁合金箱体，采用质量超轻的
航空系用材，在抗震抗压的同时大大减轻旅程中的负
担。而且，它还有创新的APP蓝牙开锁功能，并且在箱
子和人距离超过3米时自动上锁，保障了行李的安全。

个税改革，该给谁减负？

水瓶大小的“随身影院”

这款坚果P2便携式投影仪来自深圳。水瓶大小的
“随身影院”打破了传统的限制，配合超大容量电池，可
以带上它和朋友到户外来一场放映会。

（本组稿件均据《北京日报》）

高收入者可拿“一元年薪”避税，中低收入者觉得负担重——

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千家万户，关系百
姓切身利益，历来都是热门话题。今年两会期
间，“个税如何改革”再度成为代表、委员和社
会各方热议的焦点。未来个税改革的主要方
向是什么？免征额会不会提高？哪些人的个税
负担会减轻？

工薪所得最高一档
税率要下调吗？

“当前，个人所得税最突出的问题是，工薪所
得实行45%的最高边际税率，看起来税率高，实际
上收不到税。”两会期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
委员黄奇帆提出，应该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从
45%降至25%，以减轻高薪者、中等收入者税负，
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黄奇帆认为，个税税率过高，会导致两方面问
题：一是一些企业会把高管的工资放到香港、新加
坡等地发放，享受当地较低的个税税率；二是部分
私营企业主以不拿工资或“一元年薪”来避税，并
把个人开销算在了企业的费用上。而降低税率，既
有利于聚集人才，也有利于税基扩张。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观点立刻引发社会热
议，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

“资格”按45%缴个税？到底要不要给高薪者降税？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介绍，在

我国目前分类税制的个税制度下，个人所得被划
分成11个收入项目，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
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其
中，对于工资薪金所得，适用3%到45%的7档累
进税率；劳务报酬所得，适用20%—40%的税率；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

“把边际税率定得高一些，是希望高收入者承
担更重的税收负担，为社会多做贡献。下调边际税
率，可能会造成课税功能的扭曲。”白景明说，单就
工薪所得来看，年应纳税所得在42万元以上，适
用的税率是30%；96万元以上的，才有“资格”按
45%的税率缴税。这一收入水平，是2015年城镇
职工平均工资的15.5倍！

“在不同税收制度下，单纯比较某个项目税率
的高低，没有太大意义。”白景明认为，总的来看，
目前工薪所得7档税率设计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的，下调边际最高税率，并不是当前个税改革的主
要方向。

一些企业高管通过“一元年薪”避税，这个问
题怎么解决？

“这种避税现象，主要还是跟违法成本低和监
管力度不够大有关，与个税税率高不高没有直接
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胡怡建表示，在任何税制条件下，都难以完全防止
避税现象发生。即使把税率下调到25%，年薪百万
的老板仍要缴20多万元个税，他还是有避税的冲
动，仍有可能拿“一元年薪”。

一些高收入者可能薪金只拿一元钱，但其收
入更多体现在股权等方面，这部分收入在取得股
息、转让时依然会被相应征收个税。

“但是，同样一笔百万元的收入，如果在工资、
薪金所得项目下，适用最高 45%的税率；而在股
息、红利、财产转让项目下，适用税率只有 20%。
这可能是一些高收入者放弃高薪，将其转为股权
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胡怡建认为，要解决不同
收入来源造成的税负不均，应该推进个税改革，实
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逐步把一些常规性收入项
目合并到一起，按年汇总纳税。

个税免征额该不该上调？

广州的林某收到税务部门寄来
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这份账
单显示，他去年纳税总额达到2.6万
多元。“没想到这么多！”林某抱怨说，
自己月收入只有约1.5万元，还完房
贷后，养孩子都很吃力，还要负担这
么多的个税，太不合理了。

在关注高收入者税负的同时，
更多人把目光集中在个税免征额
上，希望通过提高免征额减轻中低
收入者的负担。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
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提交了

《关于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
5000元的建议》，提出应根据近年
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增长情况，调
高个人工资、薪金所得起征点（免
征额）至5000元，并建立动态调整
机制。同时，逐步实行以家庭为单
位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税方式，
最大限度体现税负公平。

董明珠认为，近年，随着物价上

涨，3500元的收入在很多城市只能
勉强维持温饱，另外考虑到通胀，消
费支出逐年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和
意愿受到抑制。一方面不利于扩大内
需、鼓励居民消费等调结构政策实施，
另一方面不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对此，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
在社会普遍关心的提高免征额方
面，将根据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综
合测算，确定是否提高免征额，该
提高就提高。

“现在距离上次免征额上调已
过去了5年多，经济社会发生了较大
变化，确实存在上调免征额的需求，
但单纯调高免征额并不能解决所有
问题。”胡怡建表示，对于上调个税免
征额，近年社会呼声一直很高。如何
通过合理设置免征额，真正照顾不同
生活条件人们的实际情况，从形式上
的公平走向实质上的公平，是未来个
税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完善个税扣除机制方

面，近年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去
年，31 个城市开始试点商业健康
保险扣除政策，对试点地区个人购
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
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
额为每年 2400 元，按月计算为每
月200元，未来还将开展税收递延
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在修订个人所得税法的基础
上，应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
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包括再
教育、赡养抚养、首套房贷利息等
支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全
国政协委员、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
委员会委员张连起说。

胡怡建认为，对于基本扣除，也
就是个税免征额，应当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进行及时调整，以适应物
价、生活水平等变化；对于专项扣除，
关键在于合理设置扣除项目和额度，保
证不同人群间的税收负担基本合理。

很多人认为，缴纳个税是富人
的事，不应该向普通百姓和工薪族
征税。甚至有媒体惊呼，中产群体
沦为个税纳税主体。这个问题，到
底应该怎么看？

“在比较成熟的发达经济体
里，中等收入者都是个税纳税的主
力军。”白景明介绍，个人所得税，
并不只是发挥收入调节功能，还是
一种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世界上
很多国家的个税，都实行普遍纳税
制度，除最贫穷的人不纳税外，大
多数人包括工薪族都要缴税。

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个人
所得税的纳税面，通常在 70%以

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 50%以
上。而我国个税工薪族纳税人数，
仅占整个工薪收入人群的 8%左
右，远低于普税制国家。

“美国个税收入，占整个国家
税收的比重超过了 50%。其中，中
等收入者承担了55%的个税，高收
入者负担40%左右的个税。这也就
意味着，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是
主要纳税群体。”胡怡建说。

相比之下，去年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15.96万亿元，其中个人
所得税10089亿元，个税占财政收
入的比重为 6.32%。近年，对于个
税改革，重点一直放在研究推进综

合与分类相结合上。但未来个税的
财政定位，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明
确。比如，个税要不要成为主体税
种？纳税人群的涵盖面有多大？在
这些问题上有了大致的方向，再来
确定哪些人该缴税、哪些人不缴
税，才能更好地形成社会共识，依
法推进个税改革。

“目前，个税已成国内第四大
税种，但与主体税种的地位仍相
距甚远。未来需要通过改革，建立
个人所得税收入的稳定增长机
制 ，逐 步 增 强 其 主 体 税 种 的 地
位。”白景明认为。

（据《人民日报》）

谁将成为纳税主力军？

年应纳税所得 96 万元以
上，才有“资格”按 45%最高税
率缴税。下调这档税率，未必能
解决富人“一元年薪”避税问题

建立“基本扣除+专项扣除”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包括再教育、赡养
抚养、首套房贷利息等支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

个税的主体税种地位有待加强。从国际经验看，除了最贫穷的人不纳税，
大多数人包括工薪族都要缴税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7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一 不超过1500元 3% 0

二 超过1500元至4500元 10% 105

三 超过4500元至9000元 55520%

四 超过9000元至35000元 25% 1005

五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 30% 2755

六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 35% 5505

七 超过80000元 45% 1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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