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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个人所得税
高不高这个问题，不仅要看表面上的税率、级次、免征额（就是3500，一般说的“
起征点”是不对的），还要看费用扣除的部分。

最新个人所得税税率表(新个税起征点5000税率表)

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

工资个税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工资薪金所得
-“五险一金”-扣除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个税起征点是5000，使用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如下：

缴税=全月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四金-缴税。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应发工资-四金)-5000

【举例】

扣除标准：个税按5000元/月的起征标准算

如果某人的工资收入为8000元，他应纳个人所得税为：(8000—5000)×3%—0=9
0(元)。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一(综合所得适用)按月换算后税率表

级数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换算全月应纳税额所得额 税率

1、工资范围在1-5000元之间的，包括50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0%;

2、工资范围在5000-8000元之间的，包括80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

3、工资范围在8000-17000元之间的，包括170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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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资范围在17000-30000元之间的，包括300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
%;

5、工资范围在30000-40000元之间的，包括400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5
%;

6、工资范围在40000-60000元之间的，包括600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0
%;

7、工资范围在60000-85000元之间的，包括850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5
%;

8、工资范围在85000元以上的，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45%。

1.我国个
税工资薪金部分
采取7级超额累进计征方式，前几
级的级距太密，边际税率
增加太快，从3%到10%再到20%。这导致普通工薪阶层承担的税收负担较大。

2.我国个税采用分类计征模式，也就是工资薪金单独按照7级超额累进税率表计征，
经营收入单独按照5级超额累进税率表计征，接个私活赚点劳务报酬按照20%计征
，股票、利息、红利单独按照20%计征，而几乎每一种税目都有些减免抵扣，所以
当一个人的收入来源方式很多元时，他可以享受多项抵扣、分散开来的金额又不会
特别高以至于在累进税率计算中列入高收入级次按高税率征收，而对比之下一个人
如果收入来源主要甚至全部是工资薪金（大部分人其实都是这种情况），则会被课
较高的税。

3.关于费用扣除，免征额3500就算是费用扣除了，但是这个扣除标准是不考虑纳税
人的经济负担差异的。一个人自己赚钱自己花，和一个人上有老下有小，同样的工
资收入所赡养、抚养的人数是不同的，经济负担也是有很大差异的，但是目前我国
的个人所得税法
采用个人申报而非家庭申报，无法以家庭方式衡量纳税人的经济负担，也并没有考
虑到这种负担差异。而在其他发达国家对于费用扣除有很详细具体的标准。比如医
疗支出、子女教育、残疾人特殊补
助等等。根据国家统计局
的数据，低收入者的家庭人均就业人口负担明显高于高收入者（这也是我们的生活
常识），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这种税制之下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要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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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其实从税率上来说，中国的个税税率
在国际上对比并不算高，但是因为税制上的一些不合理（税率级次、分类计征、个
人申报、费用扣除），导致普通工薪阶层、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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