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姓的焦虑， 很大程度上

缘于收入增长缓慢而保障方面

安全感不足。

“每月 2000 多元 钱 的 工

资，沾不上低保，拿不到补贴，

说实话日子还是挺拮据的。 如

果每月再多 1000 元，家里可以

多吃几顿肉， 每年添几件新衣

裳。 ”申丽希望收入还能增加，

改善即期消费。但说到保障，她

觉得还是要靠国家：“现在每年

看病要超过 1500 元医保才给

报销，这个‘门槛’能不能再低

点？ ”

河南农民程云今年 45 岁，

他和妻子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养

老保险，每人每年交 200 元，这

样满 60 岁以后，每个月个人账

户有 21 元，基础养老金账户现

在是每月 55 元。“每月养老金

加起来有 71 元， 现在什么都

贵，这点钱也就是能买 30 斤大

米。 真到我们老了没有了劳动

能力，平时吃的、穿的，冬天买

煤取暖都要花钱。 靠这点钱养

老怎么够？ 要是国家不多给涨

点钱，等 15 年后我开始领养老

金时， 这点钱更不顶什么用

了。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指

出，增收入、均贫富、解焦虑，需

要在初次分配过程中， 逐步完

善最低工资政策和工资谈判机

制；提高农产品价格，确保农民

收入稳步增加； 改变经济发展

方式和劳动力就业机构， 提升

就业数量和质量； 提高资本市

场的竞争性， 增加居民财产性

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则需要增

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

度，完善社会保障，加大扶贫力

度，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周天勇指出， 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轨， 财政也要从

生产建设型财政转向公共服务

和社会管理型财政。“十二五”

期间，应改革政府的支出体制。

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 ，

民生事业为先， 压缩行政公务

支出，体现执政为民的理念。此

外，对于财政预算的审计，要按

透明高效的原则运行， 并体现

出纳税人对公共资金的管理要

求。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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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药泛滥危及群众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国计民

生。 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刻不容

缓，这需要政府、立法部门制

定严格的监管机制和法律，重

罚重判违规者。 一旦制假售假

者敢于顶风作案，一定要罚得

他们倾家荡产，让任何人都不

敢触及这一雷区。

郑一佳 新区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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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保洁员收一药盒能赚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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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

南风 2 级到 3 级， 温度 4

℃

到 14

℃

。 夜间到明天晴间多

云。今日依然风干物燥，最小

湿度在 40%左右， 还是要注

意保湿，多吃蔬菜水果，以防

上火。

更多天气资讯， 请拨打

12121。

“减税的好处，我感受到了。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

齐女士每月收入 7000 多元，是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

点上调的受益者。“我一年能少交 1000 多元个税，刚

好买一份大病保险。 北京的生活成本高，过日子得精

打细算。 ”她说。

“国家废除了农业税， 收多少粮食都是自己的。

今年我家卖粮挣了 25000 元，国家又补贴我 2000 多

元。 此外我卖养鱼苗、树种，国家也不征税。 ”提起政

府的惠农政策，河南农民程云连连叫好。

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所长刘佐认为，“做减法”

是近年来国家税制改革和收税政策的主基调， 普通

百姓的税一直在减。

就拿这次个人所得税调整来说， 粗略计算，在

扣除法定的“三险一金”和 3500 元的扣除额以后，

月薪 4545 元以下的工薪收入者不用再就其工薪收

入缴纳个人所得税； 月薪 5000 元者每月就其工薪

收入缴纳的个税只有 10.5 元， 减负率达 93.4%；月

薪 10000 元者减负率也达到了 58.8%。 据财政部测

算 ，这次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除额上调后，全国

每年减收个人所得税 1000 亿元左右。 此外，自 2006

年以来，国家已经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扣

除额 ，还先后减征 、免征对于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

个人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调整的减负效应， 近两个月的数据

已经显现。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 9 月 1 日起实

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以来， 全国个人所得税收

入 9 月比 8 月减少 33 亿元，10 月又比 9 月减少了 99

亿元，环比下降 22%。

“这次个人所得税调整以后，部分高薪者的税负

有所增加，但是增加不多。 例如：月薪 10 万元者每月

就其工薪收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大约增加 900 元，

税负上升约 3.5%。 一般来说，富裕人群有能力也有责

任多缴个人所得税，这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措施，

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 ”刘佐说。

“收入高就该多交税。 ”在北京某金融机构任职

的高薪人士马先生认同刘佐的观点。“富裕人群多交

个税，体现税收政策‘抽肥补瘦’的作用，我理解！ ”他

说。

税收政策对普通百姓“少取多予”。 刘佐举例说：

“在北京等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缴纳的税收远不及政

府给予的补贴多，从而间接减少了居民的税负，增加

了居民的收入。 ”

●

无底洞，“费”多不堪其重

费用名目越来越多，而且收费额度随意，加重了百姓实际负担

●

腰包再鼓些，

民生保障再多些

百姓的焦虑，很大程度

上源自收入增长缓慢而保

障方面安全感不足

●

算细账，个人税负并未增

“做减法”是近年来国家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的主基调，普通百姓的税一直在减

“税好算，费难缠。 ”在北京一家媒体工作的李先

生说，车辆购置税只需交一次，买得起汽车的人都不

会太计较。 但过路费、年审费、牌照费……各种费加

起来就太多了。“特别是过路费，高速公路收了这么

多年费，为什么修路的贷款总也还不上？ 真不知道我

们交的钱是还贷了还是路桥公司发福利了？ ”李先生

感觉今年夏天有段时间蔬菜特别贵， 他从媒体得知

蔬菜运输过程中关卡林立，一路逼高菜价。“像这样

流通环节的乱收费推高物价， 国家给大家减税的速

度再快，也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啊。 ”

家住黑龙江绥化市的申丽每月收入 2000 多元。

“我倒是不用交个税，无房无车，不买奢侈品，没有税

的负担。 可我们收入低、又没什么门路，各种乱收费

还是逃不掉、吃不消啊。 ”孩子的教育支出是她心中

的大疙瘩，“一入托，每月就得交 1400 元到 2000 元，

稍好一点的至少还需 3 万元的‘赞助费’。 以后小学

初中怎么办？ 国家已经实行了义务教育免费，可很多

中小学还是有‘择校费’、‘课外班’等很多额外收费。

不等于国家往咱这个兜装钱， 乱收费又从那个兜掏

钱吗？ ”

刘佐认为 ，收费的问题比较复杂 ，既有各级政

府的行政性收费， 也有各类经营者的经营性收费；

其中有合法、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法、不合理的成

分，应当区别对待。 政府收费应当按照健全公共财

政体系的要求规范，经营则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要

求规范。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指出，

2009 年，进入预算内的收费罚款收入为 8962.2 亿元，

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大约为 7900 亿元，而

无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在 5100 亿元左

右，共计约为 21962 亿元，规模巨大，相当于税收的

1/3 多。 目前还有不少事业机构和执法机构在实行不

拨款或者差额拨款的管理体制， 让拥有执法权的部

门自己想办法创收。 而这样做的结果，无疑加重了企

业和百姓负担。

周天勇认为，清理乱收费，必须对收费项目和规

模进行彻底清查，进行费归税、费改税的改革。 禁止

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 改为

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有多少钱办

多少事、养多少人，不能靠收费和罚款供养机构与人

员。 政府主动，人大制衡，在清理收费中形成禁止乱

收费和乱罚款的机制。 ”

今日关注

近日， 财政部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

季 度 全 国 财 政 收 入

81663.34 亿元， 继去年

财政收入突破 8 万亿元

后，今年财政收入将迈

向 10 万亿元。

10 万亿元财政收

入马上进入正陷于通

胀痛苦中的公众的视

线。 不过，财税专家表

示，从个税改革，到增

值税、 营业税改革，每

一步都看到中央政府

对于推进结构性减税

的决心，“温家宝总理

近期对结构性减税的

多次表态，以及多个税

种的改革，意味着我国

已进入减税通道。 ”

“税 好 算 ， 费 难

缠。 ”“做减法”是近年

来国家税制改革和税

收政策的主基调，普通

百姓的税一直在减。 但

是， 费用名目越来越

多， 而且收费额度随

意，加重了百姓实际负

担。 百姓的焦虑，很大

程度上源自收入增长

缓慢而保障方面安全感

不足。

《人民日报》给个人税负算账：

税一直在减

负担却在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