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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总览
1.海关总署 财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市内免税店经营品种的

公告（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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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税收数据显示综合所得年收入10万元以下基本无需缴纳个税专家表示个人所得税有

效发挥调高惠低作用（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政策

海关总署 财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市内免

税店经营品种的公告

海关总署 财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4 年第 143 号

为规范市内免税店管理工作，现将市内免税店经营品种公布如下：

1.食品、饮料；2.酒；3.纺织品及其制成品；4.皮革服装及配饰；

5.箱包及鞋靴；6.表、钟及其配件、附件；7.眼镜（含太阳镜）；8.

首饰及珠宝玉石；9.化妆品、洗护用品；10.母婴用品；11.厨卫用具及

小家电（不含手机）；12.家用医疗、保健及美容美发器材；13.摄影（像）

设备及其配件、附件；14.计算机及其外围设备；15.可穿戴设备等电子

消费产品（无线耳机；其他接收、转换并发送或再生音像或其他数据用

的设备；视频游戏控制器及设备的零件及附件）；16.文具用品、玩具、

游戏品、节日或其他娱乐用品；17.工艺品；18.乐器；19.运动用品。

本公告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财政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税务总局

2024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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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关注要点

为规范市内免税店管理

工作，现将市内免税店经营品

种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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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自 2018 年我国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新税制以

来，个人所得税有效发挥了调高惠低作用。

个人所得税申报数据可以客观真实地反映个税的税款构成情况。税务总局近年来的个税申报数据

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人员中，年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约占申报人数的 1%，但这部

分人申报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的五成以上，申报收入位居全国前 10%的个人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

的九成以上。

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个人收入位居我国前百分之一和前百分之十的人群缴

税占比较高，符合税法基本原则中“税收负担须根据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分配”的公平原则，也与世界

上主要国家收入居前人群缴纳个税比例均占大头相一致。“这说明个人所得税的‘调高’作用还是较

为明显的，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的‘惠低’作用也得到充分发挥。以综合所得缴纳个税情况看，低收入

群体在享受税改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缴纳少量税收，个人所得税款大部分是由中高收入群体贡

献的，充分体现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或者不缴税’的基本取

向。”李平告诉记者。

为何低收入群体基本无需缴纳个税呢？李平解释，2018 年，我国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了第七次修

订，将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 3500 元提高至 5000 元，这个标准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而

言，在国际上已处于较高水平，能够大体覆盖当前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并且还有一定的空间。同时，

设立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继续教育、大病医疗 6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

年新增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2023 年又提高了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

人 3 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其中，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分别由原来每

孩每月 1000 元提高到 2000 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原来每月 2000 元提高到 3000 元。

税务总局发布的今年 6 月底结束的 2023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显示，2023 年提高 3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全国约 6700 万人享受到了该项政策红利，减税规

模超过 700 亿元，人均减税超 1000 元。其中，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减税分别约

360 亿元、290 亿元和 50 亿元，给“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及时送上了政策红利。

税收数据显示综合所得年收入 10 万元以下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专家表示个人所得税有效发挥调高惠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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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扣除覆盖面广、额度高，大大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税收数据显示，纳税人人均

享受两项专扣。”李平举例说，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纳税人，若他有一个小孩，与妻子分摊

享受子女教育专扣，即可扣除 1000 元/月；若他有一兄弟并与其分摊享受赡养老人专扣，即可再扣

除 1500 元/月，两者合计将扣除 2500 元/月，也就是 3万元/年。如果纳税人有两孩，或是独生子女

的，那扣除金额更高。加上 6 万元/年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扣除“三险一金”（按年工资收入 10 万

元计算，理论上可扣除 1.5 万元左右）等，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 10 万元的，基本无需缴纳个

税。

税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取得综合所得的人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比超过七成，在剩

余不到三成的实际缴税人员中，60%以上仅适用 3%的最低档税率，缴税金额较少。

李平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要求，配合相关部门完

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更好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更好服务保障和

改善民生，有效促进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