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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法对工资、薪金实行“累计预扣法”和“按年汇算”。个税改革前按月计算，只要收
入差不多，每月扣税也差不多，改革后，应纳多少税，是按月累计而不是按月计算。

 

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执行半年多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质疑新个税减税效果的声音。据
媒体报道，一些中等以上收入的群体反映每月收入差不多，但缴纳的个税却呈现“前低后
高，逐月增加”的现象。

“每个月工资差不多，为什么这个月扣的个税比上个月多了?”这是近来纳税人向税务部
门和单位财务问得最多的问题。某设计院副主任刘某表示：“我每月收入2.2万元没变，1
月、2月缴个税480多元，3月涨到1300多元，4月就上升到1600多元。”一些单位的财务人
员也反映，每月扣缴的个税不一样，后面月份比前面月份逐月增加，感到很困惑。

那么，个税减了吗?如果减了，为什么纳税人没感觉，甚至感觉个税在增加呢?

到底减没减，小编根据新老个税法做了一个测算，结果是个税确实减了，收入越低，减税
幅度越大，收入越高，减税幅度越小，这有利缩小贫富差距，特别是扣除了五险一金后的
净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中低收入群体，减税幅度达一半以上至全免。这还不包括专项附加
扣除的减税优惠。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
房租金、赡养老人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是差别化的减税福利，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减税
，个人负担越重扣得越多，减税幅度就越大。以一个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还没还完的中年
人(独生子女)为例，每个月赡养老人扣2000元，子女教育扣1000元，住房贷款扣1000元，
那么该中年人月净收入在9000元以下都不需纳税，超过9000元也因扣除增加使得应纳税所
得减少而少纳税，还有可能适用低税率进一步减税，如果还参加了继续教育，每月还可扣



400元。

那为什么会出现“前低后高，逐月增加”的现象呢?

厉害的来了!

这是因为新税法对工资、薪金实行“累计预扣法”和“按年汇算”所致。个税改革前按月
计算，只要收入差不多，每月扣税也差不多，改革后，应纳多少税，是按月累计而不是按
月计算。平时纳税按“累计预扣法”计算，如果只取得工资、薪金收入，当年预扣税款总
额与应纳税额一致，无须汇算。而每月预扣预缴税额是按截至当前月份的累计收入来找适
用税率，减速算扣除数算出累计应预扣税款，再减去以前月份已扣税款的余额为当月应预
扣税款。随着月份的增加，累计收入也就不断增加，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税率跳档，一部
分收入按高税率计算个税，导致“前低后高，逐月增加”现象。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这样
设计其实对纳税人是有利的，是让减税红利尽早地落入纳税人的钱包，一年算下来该缴的
税分到每个月，前面月份少缴点，难道不好吗?

还以刘某2019年每月工资扣了五险一金后2.2万元，只享受了一项每月1000元的专项附加扣
除应纳个税为例：刘某2019年按老政策每月缴3620元，全年缴43440元，按现行政策算，每
月扣个税480元～3200元，前低后高，全年扣个税21480元，全年新政策比老政策减税21960
元，总减税幅度50.6%。

部分纳税人对减税没感觉，甚至觉得税在增加，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部分纳税人
习惯了按月比较而不习惯按年比较导致的错觉。今年后面月份与前面月份比，税肯定是增
加的，正确的比较方法是按新政策计算该缴多少与按旧政策计算该缴多少比，按年总纳税
额比而不是按月纳税额比。有人说新个税计算方法较复杂，非专业人士也算不来。那也不
用算，只需和去年缴的个税比一下，如果去年和今年的工资、薪金收入一样，今年的个税
肯定比去年的少，至少不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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