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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调查

“我到底该缴多少税？”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不再被忽视的税单

“先生，如果这顿饭不开发
票的话，我们可以送您三罐可
乐。”

“不了，谢谢，我要发票。”
每个周末，山东华鲁律师事

务所隋思玉律师都会与朋友聚
餐。结账时，他从不忘要开发票。

“这是饭店向国家的缴税凭
证，这里也有我的一份贡献。”

隋思玉今年 30 多岁。十几
年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从未错过
做一个纳税人的义务，但对工资
条上个税一栏的几个数字，这些
年来他从没留意过。

“律师这个职业，最讲求权
利和义务，但在纳税上，我更倾
向于当做自己的义务。”

隋思玉 20 岁出头便缴了人
生第一份个税。那时，他是中学
老师。

“工资只有 1000 多元时，每
月缴十几元，遇到双薪时才多到
几十元。那时，没仔细考虑个税
是个什么东西，该不该缴，是怎
么计算扣除的。”隋思玉说，当时
对个税的理解就是大家都缴，因
为金额不多，也不在意。

2002 年开始，隋思玉当起律
师，收入逐渐增多，相应增加的
还有个税。在这期间，个税起征
点从 800 元调至 1600 元，之后又
调整至 2000 元。

“买卖好坏，不在税上。”
这是一句多年流传在青岛

工商界的民间语言，隋思玉常挂
在嘴边。他说，念叨这句话能让
人摆正心态，鼓励人们挣更多的
钱，而不是把心思用在偷税上。
每次个税起征点调整，隋思玉都
能感觉自己的收入跑过了个税

“最低点”。
“挣的多，就是缴的多，缴的

多就证明收入多了，相应地也不
会计较这点。”但是从最近两年
开始，即使再想起这句话，隋思
玉心中却不再平静了。

“猪肉价格猛涨，比去年翻
一倍，市民惊呼让俺肉疼”、“青
岛消费高收入不及杭州，相同职
位薪酬差一半”。这是 6 月 9 日，
见诸青岛几家媒体醒目位置上
的标题。同样在这一天，青岛楼
市分析人士张百忍撰文表示，

“青岛市的房价在北方同级城市
第二高，青岛的老百姓收入和房
价比悬殊……”

当许多年轻人感叹房贷压
力时，隋思玉庆幸的是，1999
年，他花 12 万元在青岛城乡交
界处购买的一套 90 平米的住
房。如今，这套房子已经涨到了
100 万元左右，十年几乎翻了 10
倍。这样的物价水平，哪怕月薪
5000 元以上，隋思玉说，他也不
觉得自己是中产。

相比之下，月收入 2000 元
仍是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起
征点。换句话说，月收入 2000 元
以上的工薪阶层将被看做较高
收入人群而被征收税款，用来调
节社会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现在我感觉每月扣掉我
500 元，甚至上千元的个税，心里
有些不情愿。”

隋思玉说，此时看到工资条
上的税金，他会不经意间考虑缴
税的部分在他实际生活中的等
价物：“500 元钱可以加满一油
箱 93 号汽油，可以买一个月的
菜，可以请朋友和家人吃一顿大
餐，可以是事务所新来的同事半
个月的房租或生活费……物价
不涨时感受不到税高；物价都
涨，钱不够用时，就会考虑了。”

不过，他强调，政府制定的
税收政策是合法、合理而且公正
的。只要它不更改，就依然具有
法律效力，他就必须遵守。

每天吃个馒头，

喝口水都要缴税

475 元的个税，这个数字怎
么计算出来的，隋思玉有些搞不
清楚。

“因为律师的收入是不固定
的，公司财务一般会按照一个财
年的平均情况给你纳税，单个月
还真算不清楚。”

隋思玉举例说，今年 3 月，
他给全市个体私营业户代表授
课，5000 元报酬，扣了 1000 元个
税。那个数字让他有些心疼。

隋思玉开始研究个税的计
税方式。而在这个夏天，关心个
税数额的工薪族越来越多。

6 月 10 日上午，趁着工作间
隙，在青岛一家纸媒工作的李楠
在网上搜索起个税缴纳的计算
公式。她惊讶地发现，网上已经
出现很多个人所得税计算器，只
要确定自己收入的门类，并输入
薪酬和各项社会保险金额，个税
缴纳多少一目了然。

“我觉得给我扣多了。”李楠
说，她的收入类型应该是收入、
薪金所得。收入 4500 元，去掉
350 元左右的各项社会保险，计
算出的个税数额只有 197 . 5 元。
但是在她的工资条上，月收入三
千多时她要缴个税 200 元；月收
入 4500 元时，至少要缴300 元。

当她将收入类型换为稿酬
时，4500 元的收入，缴纳的个税
一下增加到 504 元。

而对于纳税的项目，在青岛
一家保险公司工作的董晓青说，
去年底单位发年终奖金，个税扣
了很大一块。“我去问财务，这次
个税为什么扣这么多。财务告诉
我，这次扣除的个税项目叫偶然
所得税。”

“我拿的是奖金，又没有中
奖，为什么扣我偶然所得税？”

董晓青说，卖保险挣钱很辛
苦，每次她和同事都希望财务在
代扣个税时手下留情，但是公司
将其平时的交通、伙食补贴等都
算进薪金里面计算个税，有时，
自己的收入还要用各种税票来
顶。

而缴了多年个税，董晓青只
收到过一次税单。她现在最想知
道的是，她到底缴了多少税，哪
些税她本可以不缴。

“我到底缴了多少税？”

这是一个纳税人最基本的
权利之一。

隋思玉从他的钱夹中拿出
一沓印有地税公章的发票，有电
费发票、电话费发票、餐饮发票、
旅店住宿发票、航空电子客票行
程单、出租车发票、超市购物发
票……

“作为纳税人，了解个税远
远不够，你缴的税不是只有工资
单上标明的‘个人所得税’。只要
你消费了，就会被抽税。”

隋思玉说，自从关注起个税
后，平时消费时替商家承担的各
种流转税他也细心留意起来。

“餐饮业的纳税额大概是百分之
十，出租车里程计税是百分之六
点多，超市的各种商品也有不同
的税率。最直接的是航空燃油
税，从 40 元涨到现在的 110 元，
虽然贵，但也算明明白白消费。”

“甚至每天你吃一个馒头，
喝一口水都要缴税啊。”

青岛市地税局工作人员王
晓英举例说，每天，市民饮用的
自来水中便包括增值税、城建税
和教育附加费，而日常消费中的
流转增值税的税率在 15% —
17% 之间。以此估算，一位市民
每月个人消费 2000 元左右，他
承担的间接税高达 200 元以上，
与一个月收入 4000 元的纳税人
个税数额相当。

而这部分隐形税款，普通纳
税人时常忽视。

但相比个税和流转税的支
出，隋思玉目前最头疼的就是二
手房交易中的高额税收。

“如果税达到房价的 10%，
谁不敏感？”

最近，隋思玉要将手中一套
房屋出售，但因为购买时间不到
5 年，需要缴纳的税费有 5 . 55%
营业税、占房屋成交总额 2% 的
个人营业税，还有 1% 的契税，这
其中还不包括过户费、评估费，
印花税、手续费等等，而全部税
费将近总房款的9%。

“我到底缴了多少税？”隋思
玉说，以前很少有朋友仔细考虑
过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是了。“现
在当越来越多的人注意这个问
题后，大家肯定会问第二个问
题，他们该不该缴这么多税？”

一扇纳税者

启蒙的门

“我们该不该缴这么多税？”
从去年到今年，这个问题的

讨论伴随着我国第三次个税调整
方案出炉愈加热烈。
2010年 12月，一则“个税调

整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如获审议
通过，将于 2011年上半年提请全
国人大审议”的消息引起了隋思
玉的注意，虽然几年来经历了三
次个税起征点调高，但感觉到税
收压力的他还是抱有期待。

“毕竟每次起征点都在上调，
免征人群的范围在扩大。”
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网上公布个税修正案调整方案草
案，向社会征集意见。草案计划将工
资薪金减除费用标准，也就是个人
所得税免征额，由目前每月2000元
提高到每月 3000元；同时，工薪所
得 9级超额累进税率也计划修改
为7级。

隋思玉说，个税起征点从
2000元提升到 3000元，他仍然感
觉太低。但这次面向社会征集意
见，让他感受到公民可以通过某
种渠道，争取自身利益。
5月 31日，为期一个多月的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见结
束，征求意见数超 23 . 7万条，创
人大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之最。
围绕此次征求意见，隋思玉在网
络、报纸上看到了社会各界在探
讨个税调整中各自的利益诉求。

“现在有机会将自己的建议
交给决策部门参考，这个建议可
以代表咱们这个群体或者地区，
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不管它是否
被采纳，但至少决策部门会听到
我们的声音。”隋思玉说。

就在近期，青岛的地方媒体
甚至计算出了此次个税起征点调
高后青岛的获益人群：

“我市目前缴纳个税的纳税
人有近 100 万人，依据我市目前
全员全额明细申报的纳税人库进
行统计，显示 60%的纳税人收入
在 3000元以下，只有 40%的纳税
人收入在 3000元以上。相比我市
800万人口，粗略计算，此后的纳
税人口只占 5%，而此次起征点调
整，全市将有 60万人免税。”

“不管个税起征点怎么调，都
不可能惠及每个人，都会给另一
部分人厚此薄彼的感觉，这是正
常的。”隋思玉笑着说，这次个税
调整的受惠范围，他仍然没赶上。

然而，另一则信息让隋思玉
更加关注。

有消息称，人大常委会有关
部门将 23万多条意见分为三大
类型：一是有道理、可以采纳的意
见；二是可以考虑的意见；三是不
宜采纳的意见。分类的依据，并不
是提意见人数多的就归类为“有
道理、可以采纳的意见”，而多数
可能将被归为“不宜采纳的意
见”。

财政部财政研究所所长贾康
说，现行个税起征点上调是未来
个税改革之前的序曲，未来还会
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这个过程
是循序渐进的。“但这个过程本身
将对广大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产生
深远影响，使得决策层与大众产
生互动。”

“虽然此次个税修改还有诸
多争议，但是 23.7万条民间意见
表明了我国公民对税权利意识的
萌发，对民主社会的建构具有积
极意义，但我希望以后通过选举
而不是建议形成决策，以此从民
主的声音向民主的权利转变。”北
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
会副会长张千帆对记者说。

475 元，这是青岛
律师隋思玉 5 月份缴
纳的个税。

在高涨的房价、油
价面前，475 元对他来
说，不再是工资单最后
一栏的几位数字，而是
一箱汽油、一顿大餐、半
月房租、甚至一次体检。

2011 年的这个夏
天，23 . 7万个声音表达
了对一张税单的关注，
为期一个多月的个税
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
见结束，征求意见数超
23 . 7 万条，这个数字创
我国人大单项立法征
求意见数之最。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张千帆评价说，
23 . 7 万条民间意见表
明了我国公民对税权
利意识的萌发，对民主
社会的建构具有积极
意义。

格相关链接

个税法修正案(草案)

征集意见中的几大声音

■声音一：3000 元个税起征点是否偏低？
■声音二：不同级税率的哪个更能惠及百姓？个税可对再分配

进行调节吗？
■声音三：起征点应与地区差异、CPI、房价等挂钩吗？
■声音四：能否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

个人所得税收入类型：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
三、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

经营所得；
四、劳务报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七、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八、财产租赁所得；
九、财产转让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

其他所得。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几大类税种

还包括消费税、增值税，营业税、城建税、
燃油税等。

消费税：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烟、酒、

化妆品、成品油、贵重首饰、高尔夫球及球
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
木地板、汽车轮胎、摩托车、小汽车等。

增值税：增值税的收入占中国全部税
收的 60% 以上，消费者日常消费、饮食、旅
行，甚至吃饭、喝水，用电都涉及到不同税
率的增值税。

营业税：营业税属于流转税制中的一
个主要税种，平时的房屋买卖便涉及营业
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