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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薪金所得生计费用税前
扣除标准的动态调整探讨

何连峰■

本文旨在通过借鉴、研究英美等国家个人所得税生计费用

扣除动态调整的经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综合考

虑通货膨胀率（CPI）、家庭赡养人数、教育、住房支出等多个

因素，提出个人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与当地的 CPI、人均可

支配收入等因素挂钩指数化动态调整机制，并通过深圳市的统

计数据对该调整机制加以验证，最后提出了税收动态调整在实

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实施保障措施。

一、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模型的修正

1. 费用扣除标准的内涵分析  

本文以城镇各行业企事业单位取得合法收入的居民为主

要研究对象，工资、薪金所得生计费用税前扣除标准以城镇居

民消费性支出作为研究对象。个人消费性支出具体指标包括 ：

服饰、食品、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文化娱乐、家庭用品、

杂项商品和服务等十大类支出。笔者认为，使用城镇居民个人

消费性支出这一指标作为基础，按照城镇居民就业人口负担家

庭人数调整为以家庭为单位，综合费用口径计算的生计费用扣

除标准，这样既涵盖了家庭的日常支出项目，又弥补了现有税

制下的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予以考虑的医疗、教育等项支出应在

税前予以扣除的缺陷，同时这一指标可以从各级统计部门获

得，减少了税制改革的税收行政成本的支出。

2. 个税费用扣除标准的简易模型的构建

摘  要： 本文借鉴国外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的研究文献，为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提供理论
依据和参考资料，确定我国指数化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对指数化调整模型加以验证，避免了“一刀切”费

用扣除标准的弊端，并对推行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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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对于个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内涵分析，可以建立费

用扣除额的简易模型（假定个人所得税制已经进行了适度的改

革：以家庭为计税单位，按年纳税，每月预缴，年末汇算清缴）。

考虑到工资、薪金所得生计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内涵以及

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工资、薪金所得生计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

简易计算模型构建如下 ：

（1）就业者要负担维持自身再生产的消费以及家庭其他无

业成员的消费支出，那么这个城镇家庭的消费性支出（FCE，

Family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为 ：

城镇家庭消费性支出 FCE= 就业人员负担人口数 M× 人

均月消费支出 N                                                                      （2-1）

（2）考虑 CPI 增长对费用扣除额的影响 ：

[1+（CPI － 100）÷100×100%] 或 =（1+ 通胀率 i）      （2-2）

（3）综合上述公式（2-1）和（2-2），费用扣除标准简易模型

为 ：

标准扣除额 =（就业人员负担人口数 M× 人均月消费支出

N）×CPI÷100

或 = 城镇家庭消费性支出 FCE×（l+ 通胀率 i）           （2-3）

上述模型选取的这些指标，主要是考虑到 ：税务局测算城

镇居民生计费用扣除标准同样使用这些指标 ；这些统计指标

覆盖面广且综合性强，全国、地市平均数据易于取得 ；对于生

计费用税前扣除的理解，与满足日常生活的必要支出相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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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费用税前扣除项目中不包含公益捐赠和自然灾害损失等特

殊项目，因为这些支出可以通过设置最高限税前限额扣除或通

过税收宽免等方式来处理 ；家庭在改善住房条件，购入商品房

按揭费用等支出，因数据较难取得，故不在本简化模型的考虑

范围内。

接下来以全国 2011~2015 年的数据为例，对该简化模型进

行测算。

根据查找《中国统计年鉴》，2011~2015 年的相关数据如下

（见表 1，2，3）：

注 ：从 2013 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展了城乡一体化的住户

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与 2012 年及以前分别开展的城镇和农

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指标口径有所不同，故无

法取得 2013~2015 年城镇家庭就业者负担人数的数据。为了保

证数据的稳定性，取 2011~2012 年该数字的平均值 1.93 人。

表 1, 表 2 和 表 3 的 数 据，带 入 前 面 推 导 出 的 公 式（2-3）

得出 ：2011 年我国税前应予以扣除的费用标准为 ：1.94×          

1 263.42×105.4÷100=2 583.39（ 元 ）。同 理 可 以 计 算 出 我 国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 和 2015 年 的 费 用 扣 除 标 准 分 别 为

2 885.00 元、3 299.08 元、3 634.48 元 和 3 948.37 元。2014 年 和

2015 年的费用扣除标准已高于 2011 年以来的扣除额 3 500 元 /

月。这一指标的计算，随着 CPI 和月均个人消费性支出的变动

而波动，以此来抵消或削弱 CPI 上涨对实际应纳税额造成的

扭曲，且根据 CPI 的变化动态的调整费用扣除标准，避免因名

义收入上涨，造成纳税人就高税率交税，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形

发生。不难看出，CPI 基准年份的选择对此公式计算值影响很

大。根据全国平均数据计算出的费用标准扣除的数值略低于

我国目前的扣除额。原因是没考虑经济地域性发展不均衡和

地区消费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数据拉低

了费用扣除标准的数值，这一值将不适用于沿海或北、沪、渝、

津等一线城市。

可见使用这一简化公式，对生计费用税前扣除标准加以计

算，有计算方法简便、且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易于取得等优点。

但该公式受 CPI 和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影响过大，且没有考虑消

费性支出各项目的占比，笔者建议通过 Eviews 等软件采用回

归的方式，找寻一个更加精准的费用扣除公式。这样动态的调

整生计费用税前扣除标准，可以保证按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有

所区分，避免全国的费用扣除标准“一刀切”的缺点 ；每年都

有所调整，还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不因调高费用扣除

标准而上下波动。另外，对于费用扣除标准的预测，尽管与实

际值拟合度很高，还是需要以 3 年或 5 年为周期，定期更新、带

入新数据加以修正。  

二、推行费用扣除标准动态调整的保障措施  

1. 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改革方向应实现由分类税制向

总分税制（综合与分类税制相结合）的模式的改变。未来的个

人所得税制度应以总分税制综合课征为主、分类课征制度为辅

的混合所得税征管模式。  

2. 税务局和银行应升级监控系统，做到全方位的数据打

通，逐步完成自然人的银行账户尽职调查工作，为个人所得税

的政策调整提供了系统保证。  

3. 完善税前费用扣除范围，降低利用优惠政策避税的可

能。对于现有的养老等社保基金和商业保险可以税前扣除的现

状，为避免高收入人群通过缴纳数倍于缴费基数的社保基金，

以达到避税和退休后多领高额的养老金的现象，应规定扣除限

额，超限额的社保基金缴费不予税前扣除。进一步完善我国个

人所得税的税收宽免制度，在纳税信用评级体系完备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对于信用较好的纳税人，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

比如凭相关票据，报销纳税人教育深造、贷款月供、住宅装修

等费用支出。   

（作者单位 ：深圳市博盛汇通实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武献杰

表1  2011~2015 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消费性支出
                                                                       单位 ：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消费性支出 15 161 16 674 18 488 19 968 21 392 

就业者负担（人） 1.94 1.92 1.93 1.93 1.93

可支配收入 21 810 24 565 26 955 29 381 31 79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表3        2011~2015 年扣除标准测算表        单位 ：元

年份
年度消费

性支出

月人均消

费性支出
价格指数 负担人数 扣除标准

2011 15 161  1 263.42 105.40 1.94 2 583.39 

2012 16 674  1 389.50 108.14 1.92 2 885.00 

2013 18 488  1 540.67 110.95 1.93 3 299.08 

2014 19 968  1 664.00 113.17 1.93 3 634.48 

2015 21 392  1 782.67 114.76 1.93 3 948.37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表2    2011~2015 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统计    单位 ：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价格指数（上年 =100） 105.40 102.60 102.60 102.00 101.40 

价格指数（2010 年 =100） 105.40 108.14 110.95 113.17 114.76 

价格指数（1978 年 =100） 565.00 579.70 594.80 606.70 615.2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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