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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延续！
个税“红包”谁受益？有何影响？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延续实施部分个
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12月
31日发布公告，进一步明确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等多项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执
行。个税“红包”继续发，惠及哪些群体？将给你我带来
哪些实惠和便利？记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业内人士表示，此次延续实施
的多项优惠政策利好广大“工薪
族”、中低收入群体、上市公司部分
优秀员工等，将持续减轻纳税人负
担。预计一年可减税1100亿元。

“此次延续多项针对个人尤其
是中低收入群体的税收优惠政策，
重在利民，让老百姓有更多可支配
收入，也将为促消费、稳增长提供助
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
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在延续实施的多项政策中，全
年一次性奖金单独计税优惠政策备
受关注。根据最新政策规定，2022
年至2023年，居民个人取得的全年
一次性奖金，可继续选择适用单独
计税的优惠政策，不并入综合所得
纳税。

专家介绍，在个税改革前，按月
征税模式下，全年奖应在发放当月，
与当月正常工资薪金合并计算缴纳
个税，为防止当月税负陡升，国家特
给予单独计税优惠，即全年奖不并
入当月工薪所得，而是单独适用工
薪所得税率。

这份延续实施的个税“红包”，
能给纳税人带来多大利好呢？

假设张女士2021年全年综合
所得收入额为 20 万元，公司在
2021年1月向其发放2020年度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12万元。在不考
虑其他扣除情况下，张女士若选择
将12万元奖金并入综合所得计算，
计算出全年个税应纳税额为35080
元。

若张女士选择将全年一次性奖
金单独计税，则全年一次性奖金应
纳税额为11790元，加上其综合所
得对应的应纳税额11480元，张女
士全年个税应纳税额为23270元。

不难看出，采用全年一次性奖
金单独计税方式，需要缴纳的个税
更少了。

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
示，此项政策利好广大工薪阶层。

“在当前疫情影响下，延续该政策，
有利于缓解以工资薪金收入为主要
来源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让中低
收入阶层有更多获得感，有利于稳
定预期、促进消费。”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公告，2021
年至2023年，纳税人取得已依法预
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年
收入不超过12万元且需要汇算清
缴补税的，或者年度汇算清缴补税
金额不超过400元的，可免予办理
汇算清缴。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石坚详细介绍了这一“红包”
的使用。

举例来说，2020年度甲、乙、
丙三位居民的综合所得年收入分
别为 10 万元、11 万元、13 万元，
均已依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经计算，甲需要补税300元，乙需
要补税 500 元、丙需要补税 300
元。

根据现行规定，由于甲和乙
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
丙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三位居
民均不用办理汇算清缴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副研究员蒋震表示，近年来个税
改革平稳推进，汇算环节的预填报、

“非接触式”办税等改革措施，给纳
税人带来便利。此次延续实施的优
惠政策，将继续给纳税人个税申报
带来便利和实惠。

不少90后
与亲戚的关系越来越淡
他们是“无根一代”吗？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27岁的
刘芳和72岁的姥姥之间，聊天话题
总是两条平行线：姥姥谈话的出场
人物往往是二叔、表舅、表姨，而刘
芳只能提起朋友、同事、同学。

“我和姥姥间好像有代沟，又好
像不是代沟这么简单。”刘芳说，姥姥
原先一直生活在农村，房前屋后都是
亲戚，没事串个门，有事吼一嗓子，三
五个亲戚一下就跑过来帮忙了。

刘芳工作前，回农村老家的频
率稳定地保持在一年一次，工作后
就变成了未知数，本就不熟悉的亲
戚更加陌生了。姥姥总是埋怨她，

“怎么连长辈都不认得，那以后你有

事，找谁帮忙啊？”刘芳只能苦笑，
“我没这条件，我的生活圈里沾点亲
戚关系的人一只手就能数完。”

有人把像刘芳这样的90后称
为“无根一代”：生于城市、长于城
市，丰富物质条件优渥、人情往来淡
薄，亲戚关系逐渐弱化、朋友关系日
渐增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刘汶蓉认为，亲属关系的
淡化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趋
势，“淡”不能简单等同于“无根”，也
不能以此评判一代人的文化道德，
而要从实际的社会环境去理解和剖
析。

28岁的林川早就对渐弱的亲
戚关系习以为常。他从小和父母在
湖南省吉首市生活，回家过年也是
跟父母团聚，几乎不回父母的老家。

“我爸不太搞亲戚社交，价值观
不太一样，聊多了也费劲。”他说，

“受我爸影响，我对亲戚的概念很淡
薄，尤其搬（进城）以后，距离又增加
了不少，更不来往了。”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人类学
教授阎云翔曾对故乡黑龙江省下岬
村展开过为期12年的田野调查。
他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
家庭模式就呈现出父母和未婚子女组
成的“小家庭”增多，父母和已婚子女
组成的“大家庭”逐渐解体的现象。

现在，网络聊天取代线下见面，
成为亲戚往来的主要途径之一。刘

芳的姥姥搬进城后，跟亲戚们见面
不易，她的微信置顶几乎被各种名
称的家庭群、亲戚群占领。刘芳看
着群聊里时不时刷屏的聚会照片，
总有“过年一样”的错觉。

筛选式社交是林川的亲戚互动
准则。“排除让人不舒服的亲戚，留
下言谈举止让人舒服的亲戚。”林川
觉得，象征家族关系或亲戚关系的

“根”顺其自然就好，“往上数100
年，大家没准都是亲戚呢。”

52岁的贵州退休工人方志梅
说，小辈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要求他
们和自己一样认识每个亲戚也比较
难，“也许以后小孩就在外地安家，
家族可能越来越小，但还是要叫他
们不能（和亲属）断了联系，不要忘
记自己的‘根’在哪。”

“红包”一：
年终奖可继续单独计税 利好“工薪族”

“红包”二：
个税申报仍有优惠 省钱省力

弱化的亲戚关系要不要维护

向前看，让年轻人自己“生根”

“红包”三：
激励引导 纳税人再获税收支持

近年来，我国加大人才吸引和
激励力度，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其中
就包括对获得股权激励的企业职工
等纳税人群体，给予符合实际、顺应
发展需要的税收支持。

两部门发布的公告明确，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
执行期限延长至2022年 12月 31
日。

业内人士分析，股权激励是国
际上通行的现代企业吸引优秀人才

的一种长期性激励机制。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继续适用单独计税优惠，
有助于形成劳动者与所有者利益共
享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企业留住人
才、用好人才。

“国家根据纳税人需求和现实
情况变化，对原有过渡期税收优惠
作出延续安排，体现了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积
极作为，将有效增强纳税人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李旭红说。

（据新华社）

在一些年轻人眼里，亲戚关系
意味着逢年过节时不怎么愉快的

“人情关”。他们对亲戚关系的认
知，始于血缘关系，却并不能由此
产生自然而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

刘汶蓉告诉记者，社会的变迁
使得家庭规模向小型化趋势发
展。农业时代人们生于斯，长于
斯，而现在这一代年轻人要面临的
巨大现实是如何在新的城市环境
下扎根。城市核心家庭中的孩子
和父母关系更加紧密，而超出核心
家庭外的亲属认同相对弱。

这在步入中年的80后身上尤
为明显。

2010年，80后教师郑宇离开
家乡吉林长春到广西南宁攻读硕
士研究生学位。如今，他为了定居
南宁，按揭买了房子和车子，还考
虑让父母一起过来养老。

在东北老家的时候，郑宇父亲
家的亲戚都离开长春到黑龙江生
活了，母亲家也只剩下一家亲戚。
随着爷爷奶奶辈的老人去世，小辈

之间的走动越来越少，有时候过年
都聚不到一起。

虽然更关心自己能否在新地
方扎根，但郑宇坦言，“亲戚始终是
亲戚，不是非要成天待一块儿面对
面的才叫亲戚。”他会有意识地和
亲戚来往，比如路过北京、哈尔滨
时上亲戚家拜访，也常在家庭群聊
里发言。“来往确实是少了，但即便
十几年没见面的亲戚有点啥事，我
知道了就会搭把手。”

在儒家文化框架下，东亚社会
普遍把家庭网络视作个人发展的
支持网。那么，长辈维系的亲属关
系在子代中变淡、孝道从重仪式走
向重实践，是否意味着“无根”？刘
汶蓉表示，不必以此为标准断言一
代人是不是“无根”。“‘根’不是要
往回看，而是要往前，让年轻人自
己生根，这才是我们现代化过程中
所要面对的问题。”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芳、林
川、郑宇、方志梅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