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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效应研究

一、引言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当

今，老年抚养比不断增高，具体

数值如表 1（数据来源 ：《中国统

计年鉴 2020》）所示，养老难题

日渐凸显，普通工薪阶层尤其是

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较大。人口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

其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

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的压力。因此，“十四五”

规划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把应对人口老龄化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全

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进行统筹谋

划、系统施策。由此可见，对于

“养老难”问题，亟需各项政策

的协调配合，例如十四五期间可

着重完善养老保障体系，而个人

所得税的征收也是公共政策工具

的一种。

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使

得更多公民享受到“减税降费”

的福利。将赡养老人的支出纳入

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彰显了社会

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赡养压力。本

文基于 2018 年个人所得税改革

的背景，模拟分析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的减税效 应，研究其

是否切实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

负担，增加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

入。本文对评价个人所得税的运

行实效提供一定科学量化的实证

支持，并以此对完善个人所得税

的制度设计提供一定的研究思路。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现有国内关于衡量和评价个

人所得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实

证、比较分析三个角度。

一是基于实证角度对税制的

收入分配效应和合理性进行研

究。王晓佳 (2019) 和刘蓉（2019）

等分别通过 CFPS2016 的数据和

CGSS2015 的数据模拟分析了专

项附加扣除整体的收入分配效

应，均得出现行税制削弱了个人

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功能，使得收

入差距增大。金双华（2020）从

实际情况和模拟数据两个角度进

行研究，肯定了专项附加扣除整

体的减税效应，但对收入分配的

调节力度提出了完善建议。

二是基于实证和比较分析角

度研究扣除制度设计是否符合

量能负担原则。徐妍（2020）提

出要考虑家庭差异，优化扣除标

准，进一步完善非独生子女的分

摊扣除制度。伍红（2019）通过

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赡养费用

扣除特点进行对比，认为应结合

赡养老人的年龄及数量制定差异

化标准。黄朝晓（2018）认为赡

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应该按养老

方式、年龄层次和健康状况进行

分类，按生活费用、大病医疗费

用和护理费用进行扣除。

三是基于理论角度来衡量扣

除制度对纳税人赡养义务履行的

促进作用。

摘  要 ：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凸显的现状下，普通工薪阶层尤其是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较大。而

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增加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考虑了纳税人的异质性，旨在减轻其税收负担。本文

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模拟分析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效应。研究发现，

该扣除切实减轻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对于中高收入人群的减税效应最为显著，但大部分符合扣除条件

而未达到个税缴纳门槛的低收入人群无法享受其福利。因此，在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时可适时考

虑相关情况以促进税收公平，并加强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人口老龄化　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　减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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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2019 年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

年份

老年抚养比

2011

12.3%

2012

12.7%

2013

13.1%

2014

13.7%

2015

14.3%

2016

15.0%

2017

15.9%

2018

16.8%

2019

17.8%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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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燕（2019）认为个税改

革有助于提高独生子女的个人可

支配收入，在经济上帮助其赡养

父母，减轻其赡养压力。税负的

减免能够帮助其拓展赡养父母

的空间，减少他们对抚育下一代

的后顾之忧，使他们有更多的金

钱、时间和精力去赡养父母，促

进其赡养意愿的提升。

（二）国外研究综述

关于扣 除 模 式 上， 部 分 学

者 如 Roger and Wojciech（2014）

和 John Piggott and John Whalley

（1996） 认为应考虑以家庭为单位

进行扣除。关于扣除标准上，根

据 Yuka Shiba（2014） 关 于 荷 兰

税制改革的研究，为保持国家财

政收入，取消了个人所得税的费

用扣除，通过给中低收入人群进

行税收抵免的方式来进行税制改

革，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税基

且得出此项改革有利于个人所得

税收入再分配功能发挥的结论。

综上所述，随着个人所得税

改革的不断深入，个税改革对经

济 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研究

主要体现在收入再分配（王晓佳

和吴旭东，2019 ；刘蓉和寇璇，

2019）、总体专项附加扣除的减

税效应（金双华，2020）等方面，

而对具体的某一专项附加扣除的

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旨在研究

个税改革中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

除的减税效应，研究其是否切实

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分析

现存问题，有利于优化制度设计。

三、数据来源及相关指标

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调查包含各

个省 / 市 / 自治区的样本，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全国人口的情

况。其成人数据库和家庭数据库

中包含工作收入、父母相关情况

等在内的诸多信息，可以选取出

关于符合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条件的数据。本文选取了最新公

开的 2018 年全国抽样调查数据，

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当前的现实

情况。

根据对“当前工作状态”“年

龄”“工资性收入”“月度公积金

数额”等条件，并剔除数据缺失

的观测样本，筛选出被调查者样

本。根据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的条件，根据“最近一次调查母

亲是否已去世”“最近一次调查

父亲是否已去世”以及赡养老人

的年龄和子女人数来给予相应金

额的扣除。如表 2 所示，最终从

CFPS2018 合并数据库后的 58504

条数据中筛选出 6595 条有效数

据，满足赡养老人扣除条件的共

有 3633 人， 占比 达 55.09%， 可

见多数纳税人达到扣除该项目的

要求。

（二）相关指标说明

1. 收入指标

因数据库并未详细说明被调

查者的劳务报 酬、稿酬、特 许

权使用费所得，因此本文仅以占

据较大比重的工资薪金所得作为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依据。根

据 CFPS2018 税后工资性收入数

据，采用 2018 年的税率表倒算

出税前工资性收入，并根据个人

所得税改革后的最新个人所得税

扣缴模板进行计算。

2. 减税效应

关于个人所得税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的减税效应，其公式

表示为 ：

式中，TR 表示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的减税效 应，T0 和 T1

分别表示专项附加扣除前和扣除

后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总体减税效应分析

本文将各个样本中的税前工

资 性收 入，减去五险一 金，即

8% 的养老金，2% 的医疗金，0.5%

的失业金以及所填写的住房公积

表 2  数据筛选结果表

样本

满足赡养老人扣除条件

父母均未满足扣除年龄

父母均不健在

合计

所占比例

55.09%

38.51%

6.40%

100%

样本数量

3633

2540

422

6595

合计

55.09%

44.9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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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数额（若未填写则采用 7% 估

算），以得出未增加费用扣除前

的应纳税所得额。根据是否满足

赡养老人扣除条件，给予相应金

额的专项附加扣除，并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通过表 3 可知，在个

人所得税改革前，需要缴纳个税

的人数占比为 37.19%，而新个人

所得税实施后，缴纳个税人数占

比大大减少，且平均缴税金额由

原来的 3873.19 元降低为 1255.87

元，由此可见，本次个人所得税

改革的减税效果明显。

其中，未增加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前，需要缴纳个税的人

数为 783 人，满足专项附加扣除

条件的为 426 人。增加扣除后，

需要缴纳个税的人数降低为 569

个，切实降低了居民的税收负担。

（二）不同收入群体的减税

效应分析

参照《中国统计年鉴》将全

国居民按收 入 5 等 份分组的方

式，将 6595 条数据等分为五组，

分别为低收入组、中等偏下组、

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组和高收

入组。由表 4 可知，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对于占比 20% 的高收

入组的减税效应较为显著，而由

于部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较低，

无法享受到该项政策的福利，因

此，对部分组别无减税效应。

因此，本文将 5 等份后的高

收入组进行具体分析，通过不同

税率级次分析该项扣除的减税

效 应。 通 过 表 5 数 据 可知， 赡

养 老 人 扣 除 对 60000-96000 元

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减税效应最

大， 为 54.1% ；其 次 是 96000-

204000 元的群体，减税效应为

29.32% ；对于 204000 元以上的

高收入人群的减税效应逐渐减

低，仅为 7.98%。

（三）特定群体的减税效应

分析

按照是否符合赡养老人专项

附加扣除的条件，本文将居民划

分为两组。由表 6 可知，对于符

合赡养老人扣除条件的人群，

其减 税效 应非常显著，比例为

40.28%。由此可见，赡养老人专

项附加扣除对纳税人的减税效应

较为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个人所得税作为国家税收制

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筹集财

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

功能，对我国整体和个体行为均

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

据，主要考察个税改革对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影响，具体分析赡养

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减税效应，

为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

提 供 参考。研究发现，增加扣

除切实增加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

入，减轻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其中，对中高收入人群的减税效

应最为显著，体现了此次个税改

表 3 　总体减税效应分析

改革前后

免征额 3500 元

免征额 5000 元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平均缴税金额

3873.19 元

1255.87 元

1341.19 元

缴税人数

2453

783

569

人数占比

37.19%

11.87%

8.63%

表 5  不同税率级次减税效应分析

           分组

60000 元以下

60000-96000 元

96000-204000 元

204000 元以上

扣除后个税

0

115.21

918.51

5657.72

减税效应

0

54.10%

29.32%

7.98%

扣除前个税

0

251.00

1299.48

6148.31

实际减税金额

0

135.79

380.97

490.59

人数占比

88.14%

5.26%

5.57%

1.03%

表4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前后各组收入汇总表

税前工资

附加扣除前

赡养老人
扣除后

减税效应

合计 低收入组 中等偏下组 中等收入组 中等偏上组 高收入组

43163.77

43014.86

43048.26

22.43%

8248.92

8248.92

8248.92

0

23465.03

23465.03

23465.03

0

49623.87

49623.87

49623.87

0

34953.37

34953.37

34953.37

0

99527.65

98793.08

98950.10

22.43%

表 6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前后对特定群体的减税效应分析

税前工资薪金

附加扣除前

赡养老人扣除后

减税效应

合计 符合赡养老人扣除条件 不符合赡养老人扣除条件

43163.77

43014.86

43048.26

22.43%

44000.85

43850.29

43910.93

40.28%

42137.06

41990.16

41990.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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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积极影响。而对于低收 入

人群，其未能享受到此次个人所

得税改革“减税降费”的福利。

因此，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改

革，新增的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

除为我国个税改革迈出的尝试性

操作，其效应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检验。

（一）继续坚持综合与分类

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向

目前，符合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条件的居民所占比例较高，但

实际享受到扣除福利的人群占比

还较少。因此，我国应继续坚持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方

向，在税收征收管理不断配套完

备的情况下，适时将更多收入纳

入综合征收的范畴。

（二）细化、规范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制度

个人所得税新增的赡养老人

专项附加扣除有利于调节纳税人

之间的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

公平，提高纳税人的税收公平认

知，公平感的提升可在一定程度

上激发纳税人对税收制度的认同

感，提升纳税人的赡养意愿。

对于 赡 养 老 人专项 附 加 扣

除，可适时扩大赡养老人扣除范

围，考虑家 庭差 异，扩大赡养

老人范围至纳税人配偶的父母、

祖父母等，以此符合我国伦理的

现实情况 ；完善非独生子女分摊

扣除制度 ；扣除标准根据赡养老

人数量、年龄、经济来源情况进

行划分并设立动态调整扣除标准

机制。

（三）加强其他政策的协调

配合

在我国特 殊国情的大 背景

下， 我国改革发 展问题 不断凸

显。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日益

显著，许多公民承担着赡养老人

的压力。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老年人保障

法的推进。个人所得税只是公共

政策工具的一种，而公共政策的

目标实现需要完善的政策工具体

系，大病医疗保障体系、养老保

障 制度、老人赡养的社会福利

等其他政策也必不可少，不可一

味将期望寄于个人所得税的扣除

上，这也需要其他相关部门的共

同努力。政府可逐步推进社区养

老，出台一系列政策减轻纳税人

的赡养压力，提高赡养人的赡养

意愿。对于承担赡养老人义务却

无法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

的低收入人群，加大对其的转移

支付，例如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

贴，以便更好地推进收入分配公

平。在道德层面的角度，政府部

门应加强对孝敬老人等传统美德

的宣传引导，鼓励子女履行对老

人的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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