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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自行纳税申报是指
以下两种情形：

(一)纳税人取得应税
所得后，根据取得的应纳税
所得项目、数额，计算出应
纳的个人所得税额，并在税
法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如实

填写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纳

税申报表，报送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纳税人在一个纳税
年度终了后，根据全年取得
的应纳税所得项目、数额、应
纳税额、已纳税额、应补退税
额，在税法规定的申报期限
内，如实填写相应的个人所
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报送税

务机关、办理相应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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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一)年所得12万元
以上的；(二)从中国境内两
处或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
金所得的；(三)从中国境外
取得所得的；(四)取得应税
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五)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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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京市地税局统计，南
京目前有14000个纳税人年

所得超过12万元。目前他们
已经对这些人建立了专门的
数据库进行监控。相关人士表
示，南京自行纳税申报的执行
时间还要等国家税务总局的
红头文件，届时南京市地税局
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具体

的操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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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问，平时已经由单

位扣缴税款，年度终了申报时
是否还要缴税？

南京地税相关人士说，申
报是申报，纳税是纳税。他们
会根据纳税人的申报情况，按
照规定办理税款的征、补、退、
抵手续，为已经办理纳税申报

并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开具完
税凭证。因此，当年取得所得
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应认真
记录各项收入信息，按规定于
次年3月底前向主管税务机
关申报年度全部所得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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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个人房屋买卖所得

大多超过12万元，这样的收
入是否也要自行申报？南京地
税相关人士称，这属于一次性
收入，已经按照有关规定缴纳
房产转让、交易个人所得税
的，可以不算“年所得”，不需
自行申报。但地税同时又表

示，他们还要讨论研究，制订
相关的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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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京地税局上半年的
统计数据表明，南京全市128

万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中，月收
入在1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数
有14000多人，这些年收入
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已
在地税部门的严格监控之下。
目前南京已经对几类“特殊
人员”建立了专门的数据库，

包括个人在两处以上取得收
入者；年收入在 12万以上
者；在宁工作取得收入的外籍
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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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同时指出，从南京人
个税的组成成分来看，也可以
发现个税的很大部分都源于
工薪所得，而承包承租、个体
经营等方面则显得较低，很难
排除其中也存在各种漏税行
为的可能。另外，自由职业者

和经纪人等高收入人群的监
管难度加大。据介绍，现在活
跃在家庭装潢市场上的农民
装潢队伍，大都是个人承接业
务，一个家庭简装工时费至少
3万元，稍微上点档次的都在
10万元以上，一年下来的收

入可观。另外在商铺租赁和外
语翻译等群体中是否也存在
漏税行为，地税部门如何加强
监管呢？地税局相关人士昨天
表示，他们会进行普查。当记
者问怎么查时，地税表示他们
自有渠道有办法进行监管。对

于不缴或者少缴个税的，除了
要求其补缴相应税款以外，税
务机关还可并处不缴或者少
缴税款的50%以上5倍以下
的罚金。 ÖX×w Ø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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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昨发布《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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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税务机关应当依
法为纳税人的情况保密。
如果一旦税务机关和税
务人员没有依法为纳税
人保密，外泄了纳税人的
有关信息，按照税收征管

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
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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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 年所得 12万元
以上的个人，如果没有在
纳税申报期内办理纳税
申报，要负相应的法律责
任。一方面，根据税收征
管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如果纳税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即纳税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办理纳税申报
和报送纳税资料的，由税
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
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二千

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另一方面，按照税收
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
款的规定，如果纳税人不
进行纳税申报，因此造成
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由
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
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
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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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对纳税人偷税的，

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
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
对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另外，依照税收
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的规定，纳税人编造虚假
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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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如果个人在一个纳
税年度内取得所得超过 12
万元，无论其平常取得各项
所得时是否已足额缴纳了个
人所得税，或者是否已向税

务机关进行了自行纳税申
报，年度终了后，均应当按
《办法》的有关规定向主管
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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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 指 11项所得合计

达到 12万元：“工资、薪金
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
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
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
得”、“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以及“其他
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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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工资、薪金所得，是

指未减除费用 (每月 1600
元)及附加减除费用 (每月
3200元)的收入额。也就是
与任职、受雇有关的各种所
得 (单位所发的工资单内外
的所得)，剔除按照国家统一
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以及

“三费一金”以后的余额。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

营所得，是指应纳税所得额。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

经营、承租经营所得，按照

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计算。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是
指未减除法定费用 (每次
800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的收入额。

财产租赁所得，是指未
减除法定费用(每次 800元

或者每次收入的20%)和修
缮费用 (每月不超过 800
元)的收入额。

财产转让所得，是指转
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
值和转让财产过程中缴纳的
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后的余

额，即应纳税所得额。
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
均指不减除任何费用的收
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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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 年所得 12万元以
上的纳税人，年度纳税申报
时，只需要根据一个纳税年
度内的所得、应纳税额、已
缴(扣)税额、抵免(扣)税额、
应补(退)税额等情况，如实

填写并报送 《个人所得税
纳税申报表(适用于年所得
1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申
报)》(以下简称纳税申报
表)、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复
印件，以及主管税务机关要
求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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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 税务机关应当将
纳税申报表登载到税务机

关的网站上，摆放到受理
纳税申报的办税服务厅，
供纳税人随时免费下载和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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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 从 2006年 1月 1

日起，年所得12万元以上
的纳税人，在纳税年度终了
后3个月内，应当向主管税
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以今
年为例，2006年年所得达
到12万元的纳税人，应该
在 2007年 1月 1日至 3

月31日到主管地方税务机
关办理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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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纳税人按照规定的
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
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报告表确有困难，需要
延期的，应当在规定的期
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书面延期申请，经税务机

关核准，在核准的期限内
办理。纳税人因不可抗力
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
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
缴税款报告表的，可以延
期办理；但是，应当在不可
抗力情形消除后立即向税

务机关报告。税务机关应
当查明事实，予以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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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这三类纳税人，其
日常纳税申报与以前相比
没有什么变化。但其中年

所得12万元以上的，除了
要像以前一样进行日常纳
税申报外，年度终了后还
需按照《办法》的有关规
定，再办理一次纳税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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½¾ 主要包括以下三
项：

(一)个人所得税法第四
条第一项至第九项规定的
免税所得，即：

1.省级人民政府、国务
院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
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
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
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

2.国债和国家发行的
金融债券利息；

3.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发给的补贴、津贴，即个人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

条规定的按照国务院规定
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
津贴、资深院士津贴以及国
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
的其他补贴、津贴；

4.福利费、抚恤金、救
济金；

5.保险赔款；
6.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
7.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
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
资、离休生活补助费；

8.依照我国有关法律

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
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

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
得；

9.中国政府参加的国
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
免税的所得。

(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六条规定可以免税的

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三)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按
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
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
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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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财政部获悉，下
一阶段工资改革重点为“限

高、稳中、托低”，高收入人
群的补贴将遭削减。

据悉，此前财政部综合
司司长王保安解读了下一阶
段财政8项重点工作。其中
一项是：加大财政调节收入
分配。他特别提出，工资改

革，原则为限高、稳中、托低。
具体做法是：第一规范补贴，
设定上、中等收入的政策范

围，收入超过平均线的要削
减；第二是稳中，即中间的收

入层次者工资水平可以继续
保持，也可以适当增加；第三
就是托低，即要用3年时间
提高低工资收入人群收入，
使其达到平均水平。

王保安提到的其他 7项
工作分别是：支持提高农业

的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就业
和社会保障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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