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近期， 全国蔬菜价格出现一
轮快速上涨行情。 业内专家分析
认为， 今年七八月份全国性高温
天气及强台风、 强降雨频发是造
成蔬菜价格高企的主要原因。与
此同时，猪肉、鸡蛋价格也在明显
回升， 多种农副产品价格的同步
上涨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升物价。

菜价连续８周上涨 ，近
期涨得尤其厉害

“近期的菜价上涨得有些离
谱。”“平常吃的菜基本没有一斤
两块钱以下的了。”记者近期在北
京、济南等地采访时，不少市民表
示进入七八月份后， 特别是近一
周时间菜价上涨明显。

济南市民张德顺说：“不少菜
涨价太快、价格太高了，比如菠菜
到了１０元 ／斤， 好点的芹菜也得４
元 ／斤。” 济南历下区棋盘菜市场
一位商户也告诉记者，自７月底以
来很多蔬菜价格都在上涨， 最近
几天由于台风降雨的影响， 绿叶
蔬菜价格上涨得尤其厉害。

据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发布
的监测数据，从７月初至８月下旬，
全国２８６家产销地批发市场１９种
蔬菜平均价格已连续８周上涨。今
年第３４周 （８月１７日至８月２３日），
１９种蔬菜平均价格为３．４４元 ／公
斤 ， 环比上升 ７．４％ ， 同比上升
１３．９％。

作为蔬菜重要产区和 “中转
站” 的山东省寿光市， 近期受台
风和强降雨影响， 受灾严重， 当
地批发市场蔬菜价格也明显上
涨。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的监测数
据显示，蔬菜价格指数自７月２８日
的９８．５２， 一路上涨至８月２５日的
１６１．４３，其中８月２０日至２３日，快速
上涨２６．４７点。

高温及台风等天气因素
推动菜价上涨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今年七
八月份蔬菜价格普遍上涨和高
温、台风天气有关。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在近几
周的蔬菜价格上涨原因分析中，
屡屡提到 “天气炎热， 蔬菜生长
缓慢是菜价上涨的主因” “炎热
高温天气推高了蔬菜价格” “全
国大范围降雨天气对蔬菜的生长
和运输均产生不利影响” “‘温
比亚’ 台风带来的大雨天气快速
推高蔬菜价格”。

从气象部门数据来看， 今夏
全国高温天气较多。 ７月１４日至８
月１５日， 中央气象台连续３３天发
布超长高温预警。 其中， ７月２０
日３５摄氏度以上高温面积达到
１５９．８万平方公里 ， 涉及１８个省
（市、 区）， ３８摄氏度以上高温面
积达到１３．４万平方公里。

“高温天气对蔬菜的生长影

响最大， 特别是价格上涨突出的
香菜、菠菜是最怕高温的。”孟凡
波说。 卓创资讯蔬菜分析师路慧
则表示， 除高温天气外，８月份台
风天气频发， 露天蔬菜因雨受损
或生长周期延长， 更是一定程度
上推高菜价。

在寿光农产品物流园， 大宗
蔬菜经营者贾美荣告诉记者， 今
年因为降雨、 高温等天气多发，
东北、 内蒙古的蔬菜量也不大，
“以芹菜为例， ２６日整个市场只
来了１８车， 而搁往年， 怎么也得
几十车。”

蔬菜价格预计近期回稳，
菜肉蛋价格齐涨ＣＰＩ承压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２４日发
布的分析认为，“预计台风过后菜
价会有所下跌”。部分蔬菜经营者
也表示，近期随着降雨结束，菜价
已有所企稳。“芹菜批发价已下降
至３元 ／斤， 比前两天３．６元 ／斤的
高点有所下降。”贾美荣说。

同时，部分业内人士表示，随
着开学季的到来， 蔬菜价格整体
难有明显回落。此外，蔬菜主产区
的寿光受灾， 也将对今秋乃至冬
季蔬菜供应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据寿光市市长赵绪春介绍， 这次
水灾致寿光１０．６万个大棚受灾 。
２６日，记者在寿光采访了解到，部
分大棚仍有较深积水。菜农表示，

受灾之前大棚里已种上黄瓜等蔬
菜 ，“排水之后里面的土还是黏
的，没法补种，最少得晾２０天”，势
必会影响到秋季菜供应量。

值得关注的是， 近期除蔬菜
价格快速上涨外，鸡蛋、猪肉价格
也都出现明显上涨。 受养殖周期
和夏季高温等因素影响， 不少地
区鸡蛋价格已突破１０元 ／公斤“关
口”。 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
示， 鸡蛋价格已连续６周上升，今
年第３４周（８月１７日至８月２３日）鸡
蛋价格为９．９５元 ／公斤，比上一周
价格上涨９．７％，同比上涨１３．５％。

与此同时， 猪肉价格也开始
连续反弹。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
显示 ， 第３４周猪肉价格为１９．３６
元 ／公斤，连续７周上涨，比７月初
上涨２．７７元 ／公斤。山东省畜牧兽
医信息中心专家胡智胜分析认
为， 当前国内已发生几起非洲猪
瘟疫情事件，如果后续疫情蔓延，
预计短期将压制猪价， 长期则将
缩短猪价由低谷转升的时间；疫
情如果得到有效控制， 猪价或会
继续上扬。

综合业内人士观点， 下半年
猪瘟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可能影响
生猪价格原本所处的下行周期，
同时鸡蛋、 蔬菜等农副产品价
格也有走强趋势， 在这些因素
的联合推动下， ＣＰＩ或存一定上
涨压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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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法呼之欲出，百姓收入影响几何？
———聚焦修改个税法决定草案

菜价连涨8周 肉蛋价格齐升物价压力几何？

历经今年６月初审和为期一
个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 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
税法的决定草案提请２７日召开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

６．７万多人参与 、 提交意见
超过１３万条———个税法自１９８０年
出台以来的第七次大修牵动全社
会关注。 针对群众关切， 草案二
审相比一审有何看点？ 释放出怎
样的改革信号？

“起征点” 确定为每月
５０００元：综合多项因素 今
后将适时调整

对纳税人而言， 缴纳个税最
期盼每月能多些减税。 各方意见
中， 有不少声音希望在一审稿基
础上，“起征点”还能再提高点。

和一审稿草案相比， 决定草
案显示， 综合所得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 即通常说的 “起征点” 仍
拟按每年６万元 （每月５０００元 ）
计算。

每月５０００元标准从何而来 ？
如何看待此次 “起征点” 上调？

据介绍， 个税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主要依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基
本消费支出水平、 劳动力负担系
数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ＣＰＩ）
三大要素测算 。 ５０００元涵盖了
２０１８年基本消费支出， 还考虑了
一定的前瞻性。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对个税法
修 正 案 草 案 一 审 稿 作 说 明 时
曾指出， 每年６万元的标准综合
考虑了人民群众消费支出水平增
长等各方面因素， 并体现了一定
前瞻性。

专家表示， 一方面要看到此
次个税法大修拟将 “起征点” 上
调至每年６万元充分考虑了居民

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 另一方面
应从此次个税改革的历史性意义
角度理性看待 “起征点” 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说， 此次税
法修正的减税措施包含三方面：
一是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每月
３５００元提至５０００元， 这一扣除标
准不是越高越好， 从减税效应来
看， 标准越高则适用较高税率的
高收入群体减税额越大； 二是低
税率适用的税率级距扩大， 减税
效应更有针对性； 三是首次增加
专项附加扣除。

他指出， 应综合分析减税效
应，而不是仅仅盯在“起征点”上。
“个税改革目的是要更好地调节
收入分配，让低收入者少缴税、高
收入者多缴税，税负才更公平。 ”

“此次修法迈出我国个税转
向综合征税的重要一步， 给工薪
阶层减负的关键要素不再只是
‘起征点’。”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财政系主任刘怡也表示， 根据草
案， “起征点” 提高的同时， 引
入教育、 医疗、 住房等方面的专
项附加扣除， 并扩大适用低税率
范围。 几项措施综合施策， 给普
通工薪阶层带来的减负力度远超
单纯上调 “起征点”。

记者以月入１万元测算， 扣
除３５００元的基本减除费用， 再按
２０００元左右扣除 “三险一金” 专
项扣除和法律规定的其他扣除费
用， 在不考虑专项附加扣除情况
下， 现有税制下每月需缴纳３４５
元个税；

改革后，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提至每月５０００元， “三险一金 ”
专项扣除继续保留的同时， 低档
税率级距拉大， 纳税人只需缴纳
９０元， 降幅超过７０％。 如果加上
增加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 扣除
额实际高于每月５０００元， 减负力

度会更大。
此外， 个税 “起征点” 是动

态调整的， 此次不调不意味着后
续不动。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实际情况， “起征点” 问题
还会结合逐步扩大综合征税范
围、 完善费用扣除、 优化税率结
构等改革进程统筹考虑。

赡养老人支出可抵税：
专项附加扣除细则抓紧制
定中

专项附加扣除， 这个看似专
业的术语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
也 是 个 税 法 第 七 次 大 修 的 一
个亮点。

根据草案一审稿， 今后计算
个税， 在扣除基本减除费用标准
和 “三险一金” 等专项扣除外 ，
还可以享受子女教育支出、 继续
教育支出、 大病医疗支出、 住房
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
扣除。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决定草
案将社会关注度较高的赡养老人
支出 ， 扩充入专项附加扣除范
围。 为更好维护法律权威， 还明
确专项附加扣除 “具体范围、 标
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确定， 并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备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综合多方意见后表示， 允许赡养
老人支出税前扣除， 旨在弘扬尊
老孝老的传统美德， 充分考虑我
国人口老龄化日渐加快， 工薪阶
层独生子女家庭居多、 赡养老人
负担较重等实际情况。

全国老龄办数据显示 ，到
２０１７年底， 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２．４１亿，占总人口比重１７．３％。
预计到２０５０年前后， 这一比例将
达３４．９％。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苏军
说， 把养老负担纳入专项附加扣
除， 不仅考虑了个人负担的差异
性和税制公平， 还有利于弘扬中
华传统美德。 现实中， 有的人以
工作忙 、 时间少 、 负担重等理
由， 孝老敬老不够， 增加这一专
项附加扣除后， 为人子女也多了
一份不能推托的义务和责任。

据了解， 为更好发挥个税调
节收入分配作用， 很多国家在征
收个税时都引入类似的扣除。

此次个税法大修无疑是我国
第一次在个税中引入专项附加扣
除概念， 相比政策本身 ， ６项专
项附加扣除政策具体如何落地更
受关注。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
所所长李万甫说， 草案将专项附
加扣除的项目在税法中明确， 体
现了税收要素法定的精神。 下一
步应通过法律授权， 在实施条例
中尽早明确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的
具体范围和标准， 确保税法更规
范公平， 真正惠及百姓。

记者了解到， 目前相关部门
正抓紧完善细化政策， 初步考虑
在标准制定上要适当考虑地区差
异因素， 但公平起见， 将主要采
取限额或定额扣除办法， 而非据
实扣除， 并在政策设计上尽量考
虑今后个体报税的便利化， 尽量
减少单一收入来源的纳税人自主
申报。

４５％最高税率维持不
变： 减税向中低收入倾斜

１３万多条意见中， 有不少关
注修改后的个税税率， 其中４５％
的最高税率是否下调也成为意见
焦点之一。 有声音认为最高税率
偏高， 不利于高端人才引进， 甚
至反而强化了高收入人群的避税

动机 ， 典型方式就是 “钱在企
业， 少拿工资”。

此次决定草案沿用了草案一
审稿的内容， 维持３％到４５％的新
税率级距不变。

“累进税率表中最高边际税
率决定着对纳税人高收入段的调
节力度， 这个税率越高， 越有利
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 中国
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朱青说，
考虑到近些年来一直较高的基尼
系数， 决定草案维持４５％的最高
边际税率不变， 体现了国家借助
个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决心。

朱青介绍， 目前国际上个人
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 边际税率
比我国低的国家有 ， 但高的也
有。 如２０１７年经合组织国家３５个
成员国中， 个税最高税率高于或
与我国水平持平的就有澳大利
亚 、 比利时 、 法国 、 德国 、 日
本、 荷兰等多个国家。

朱青认为， 关键是一个国家
应依据本国国情， 按照自己对公
平和效率的偏好合理确定最高边
际税率， 让税收的公平与效率达
到一种理想的平衡。

历经此次修法， 个税的部分
税率级距进一步优化调整， 决定
草案拟扩大３％、 １０％、 ２０％三档
低税率的级距， 缩小２５％税率的
级距， ３０％、 ３５％、 ４５％三档较高
税率级距不变。

辽宁大学法学院院长杨松
说， 税率级距调整后， 绝大多数
按月领工资的纳税人， 实际税负
都会下降。 收入越少的减税幅度
越大 ； 收入较多的减税幅度较
小， 但实际减的钱并不少。 对部
分高收入人群， 工薪所得往往不
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关键要采取
一些行之有效的征管措施， 维持
一定的税收调节力度， 进而促进
经济包容性增长。 据新华社

贺英 ，女 ，1886年出生 ，湖南
省桑植县人，是贺龙的大姐。1906
年， 贺英和丈夫组建起一支反抗
反动恶势力的地方武装， 为民申
冤。1922年，丈夫被杀害后，她接
过丈夫手中的枪， 率领地方群众
武装，开始更加顽强的斗争。1926
年夏，她联合地方武装，支持贺龙
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受
到广大群众的拥护。1932年反“围
剿”战斗中，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
四面包围根据地， 贺英率部苦苦
坚持。1933年5月5日深夜，因叛徒
告密，游击队驻地被敌军包围，贺
英率部英勇作战，不幸多处负伤，
壮烈牺牲。 新华社发

贺英：利剑能挡百万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