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案规定，综合所得，
适用3%~45%的超额
累进税率。但从草案
后附的税率表可以看
出，原先按月计算的应
纳税所得额调整为按
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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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 25%税率的级
距，30%、35%、45%
这三档较高税率的级
距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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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今年以来，贵州六盘水市发改委按

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认真贯彻“五

步工作法”，践行“五先五后”攻坚法，大

力推动资金、项目、政策向“四场硬仗”聚

焦，全力决战脱贫攻坚。截至目前，今年

已争取中央、省预算内投资10.77亿元，

支持全市脱贫攻坚类项目建设。

聚焦四场硬仗
全力脱贫攻坚

民生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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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尬厕”泛滥
形式主义歪风要彻查
□ 熊 志

“厕所革命”让民众用上了卫生的

厕所，成为最贴心的精准扶贫。但笔者

调查发现，中央高度重视并陆续出台相

关方案及措施的农村改厕，在一些地方

却“变了味儿”，出现了半吊子的“尬

厕”——没墙、没顶，只有个蹲便器。

对于厕所为何只安了蹲便器，据说

是资金紧缺。如果资金紧缺属实，那么

本着资金利用效率最大化考虑，改厕的

地点和数量布置，应该尽可能科学，而

不是不分场合在荒废的房子边、山坡沟

里到处安上蹲便器，导致资源极大的闲

置浪费。

这些闲置的半吊子“尬厕”，不仅没

有起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给农民增

加了不便。比如不少村落，响应地方政

府的号召，拆掉了自家的厕所，但由于经

费问题导致农村改厕工作执行断档，新

的厕所没完工，于是村民上厕所都要东

躲西藏。说明这些地方的农村改厕，更

多是任务导向，抱着凑数量完成指标的

心态，并没有以服务农民为宗旨。地方

政府一时拿不出钱，改厕完全可以循序

渐进，保证过渡期农民的生活不受影响，

不能大干快上搞形式主义，贪图数据漂

亮，更不能将改厕的成本转移给农民。

厕所常常被视作衡量文明的标志

之一，这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一方面，厕所硬件建设和如厕文化，不

仅对应着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而且直接关系到公共健康；另一方

面，围绕现代化的厕所文化建设所做的

努力，同样是地方公共治理是否现代、

文明的体现。像农村这种历史欠账比

较多的地区，厕所的硬件建设和发展水

平，可能不够先进，但是如果在农村改

厕的过程中，有一套符合地方实际的推

动路径，也能收获民心。厕所革命，不

仅要打破陈旧的农村习俗，也要防范形

式主义、面子工程等落后的治理思路。

过去的农村治理，无暇顾及厕所建

设，职能机构作为引导者的角色缺位，

导致如厕文化成为被放任的习俗，经年

累月难以撼动。推动农村改厕，实际上

是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农村落后习

俗进行的文化干预和改良。

值得一提的是，农村不同于城市，

城市本身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

下水管道和排污设施，负责排污处理的

专业市政工种等，这方面农村的基础薄

弱。尤其是像山西娄烦县这些国家级

贫困县，哪怕旱厕全部换成了有围墙有

顶棚的蹲便器，也并不意味着改厕工作

的完成。对农村而言，真正难点其实是

后期的日常维护。在没有下水系统的

前提下，冲洗式的厕所如何保证使用寿

命，同时不至于增加农民日常的养护负

担，将决定厕所革命的真正成效。

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厕所革命的

成果验收，必须打破唯数据论的思路，

防止公共政策在基层走样，以至于一些

地方将新建了多少个蹲便器当作政绩

来宣传。此外，对于搞形式主义工程所

造成的浪费，也有必要彻底调查，看看

钱到底是如何用的，甚至是否流入了个

人腰包。

□ 郁琼源 胡 璐

本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6月29日在中国人大

网首次公布，开始为期一个月向全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这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

年出台以来第七次修正，从草案披

露内容看，此次修法涉及范围广、力

度大，从多个方面回应百姓关切。

借鉴国际惯例引入居民
个人和非居民个人

哪些人是缴纳个税主体？现行

个税法规定了两类纳税人：

一是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

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

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是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

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

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

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据新华社报道，为适应个税改

革需要，便于税法和有关税收协定

的贯彻执行，《草案》借鉴国际惯例，

明确引入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概

念，以在中国境内居住时间为标准，

由现行是否满一年调整为是否满

183天，以更好行使税收管辖权，维

护国家税收权益。

《草案》明确，在中国境内有住

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

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的个人，为

居民个人，其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

得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

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

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

不满183天的个人，为非居民个人，

其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缴纳个

人所得税。

综合所得减除费用提
至每年6万元

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采用分类

征税方式不同，《草案》结合当前征

管能力和配套条件等实际情况，将

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4项劳

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

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居民个人按

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非

居民个人按月或按次分项计算个人

所得税。

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工资、

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为

3500元/月，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收入不

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

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

《草案》将上述综合所得的基本减除

费用标准提高到每年 6 万元，即

5000元/月。

优化调整税率结构 扩
大税率级距

《草案》规定，综合所得，适用

3%~45%的超额累进税率。但从

《草案》后附的税率表可以看出，原

先按月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

按年计算，并优化调整部分税率的

级距，扩大3%、10%、20%三档较低

税率的级距，相应缩小25%税率的

级距，30%、35%、45%这三档较高税

率的级距保持不变。

具体为：全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

过36,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超

过36,000元~144,000元的部分，税

率为10%；超过144,000元~300,000

元的部分，税率为20%；超过300,000

元~42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25%；

超过420,000元~660,000元的部分，

税率为 30%；超过 660,000 元 ~

960,000元的部分，税率为35%；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税率为 45%。

《草案》对个体工商户也有利

好。在经营所得税率方面，以现行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

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

所得税率为基础，保持5%~35%的5

级税率不变，适当调整各档税率级

距，其中最高档35%税率的级距下

限从10万元提高至50万元。

首设专项附加扣除

《草案》第六条明确，居民个人的

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

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

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

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专项扣除

包括居民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

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

房公积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

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

利息和住房租金等支出。

考虑到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

围、标准等比较复杂，难以在法律中

直接规定，《草案》规定，专项附加扣

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

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有关

部门确定。

增加反避税条款堵漏洞

为堵塞税收漏洞，维护国家税

收权益，《草案》增加了反避税条

款。《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公安、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相关

部门应当协助税务机关确认纳税人

的身份、银行账户信息。教育、卫

生、医疗保障、民政、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监督管理等相关部门应当

向税务机关提供纳税人子女教育、

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

息、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个人转让不动产的，税务机关

应当依据不动产登记信息核验应缴

的个人所得税，登记机构办理转移

登记时，应当查验与该不动产转让

相关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个

人转让股权办理变更登记的，登记

机关应当查验与该股权交易相关的

个人所得税的完税凭证。

有关部门依法将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遵守本法的情况纳入信用信

息系统，并实施联合激励或者惩戒。

此外，《草案》第九条明确，纳税

人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以中国

公民身份号码为纳税人识别号；纳

税人没有中国公民身份号码的，由

税务机关赋予其纳税人识别号。扣

缴义务人扣缴税款时，纳税人应当

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纳税人识别号。

广西龙广西龙胜举办胜举办
龙脊梯田文龙脊梯田文化节化节

6月28日，广西桂林市龙

胜各族自治县第七届龙脊梯

田文化节开幕，来自当地苗、

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同胞

欢聚一堂，开展民族歌舞表

演、民族服饰巡游等多姿多彩

的民族文化活动，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参观体验。图为少数

民族同胞参加龙脊梯田文化

节巡游活动。

新华社发（黄勇丹 摄）

□ 何欣荣

上海白领顾欣是一名95后，领

到第一个月工资，她就毫不犹豫买了

一瓶产自日本、价格在1000元左右

的护肤精华露。“这个牌子在我的朋

友圈里的口碑很好。买贵一点的化

妆品，对自己算是一种长期投资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5月国内化妆品零售额1057亿元，

同比增长14.8％，高于同期9.5％的

消费增速。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小

小化妆品成了一门大生意。

化妆品在进口商品消费
中占比最高

尽管从整体市场份额看，国产化妆

品呈“逆袭”之势。但在高端市场上，外

资和进口化妆品仍占据明显优势。

商务部5月底发布的《主要消费

品供需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显

示，家庭月收入超2万元的消费者都

购买过进口商品。进口商品消费占

商品消费总额比重达到三成以上的

消费者中，购买前五位的依次是化妆

品（36.1％）、母婴用品（33.4％）、钟

表眼镜（28.9％）、乘用车（27.3％）、

珠宝首饰（22.7％）。70.2％的消费

者表示，购买化妆品最注重品质。

政策方面也对进口化妆品有利

好。今年7月1日起，我国将较大范

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其中洗

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化妆品的平均

进口税率由8.4％降至2.9％。

“关税的下降会让进口化妆品在

中国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特别是进口

彩妆，从今后几年预计继续保持30％~

40％的增速。”凯度消费者指数大中华

区总经理虞坚告诉新华社记者。

高端化妆品鲜见本土品牌

一般而言，200元以下的化妆品

单品属于大众品牌，200元~400元

的单品属于中高端品牌，400元以上

则属于高端品牌。在400元以上区

间，除了上海家化的佰草集等少数品

牌，本土企业的身影尚不多见。

究其原因，高端化妆品并不像大

众品牌，容易产生“广告一响、黄金万

两”的效果。没有卓越的品质支撑和

10年以上的培育，很难在高端市场

上占据一席之地。

包括欧莱雅、宝洁在内的外资巨头，

在国内化妆品市场上一直处于品牌强势

地位，其秘诀之一就是对研发的重视。

华创证券研究员王薇娜表示，像

欧莱雅这样的公司，一方面通过研发

使其在抗衰老与防脱发等方面技术领

先，另一方面通过大量收购对产品生

产线进行完善。近年进入稳定增长期

后，又研发出口服化妆品等新品。

查阅本土化妆品公司年报，

2017年上海家化研发投入占营业收

入的比重约2.5％、珀莱雅约2.3％。

“尽管在研发投入比例上，内资企业

与外资基本打平。但受制于企业体

量，本土品牌的研发投入绝对额远低

于外资巨头。”安信证券的报告指出。

“配方”里为研发加点儿“料”

很多人注意到，近年来，本土化妆

品企业在营销和传播上发力甚猛。不少

热门的电视综艺节目冠名，化妆品企业

都是“金主”，为此付出的费用多达上亿元。

以丸美股份为例，近3年来广告

宣传类的经费支出合计金额9.4亿

元。与此同时，3年的研发费用累计

不到1亿元。去年11月，监管部门发

布的信息显示，丸美股份等18家企业

生产的20批次防晒类化妆品不合格。

“在广告投入、市场营销和渠道

组织等方面，国内化妆品企业已经与

世界先进水平看齐。但不得不承认，

本土化妆品的短板在于研发。”中国

美容博览会主席桑敬民表示。

从消费升级的趋势看，抓研发和

品质是本土化妆品的必由之路。中

国美容博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高品

质、高性价比是消费者购买美妆产品

的核心驱动力，“千禧一代”的用户不

会盲目追捧广告堆出的大牌。

部分企业也已经觉醒。年报显

示，2017年上海家化的研发费用达

1.61亿元，同比增长27.7％。上海家

化董事长张东方说，相比外资，本土

化妆品更了解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只要坚守品质，同时不断创新迭代，

本土品牌没有理由做不好。”

为百姓减负 促社会公平
—— 透视个税法修正案草案新看点

本 土 化 妆 品 营 销 呈 现 好 势 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国内化妆品零售额1057亿元，

同比增长14.8％，高于同期9.5％的消费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