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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税人次年需要由扣缴义务人
继续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应当于每年
12 月份对次年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内
容进行确认，并报送至扣缴义务人。

2 对于 2020年扣除信息有变的纳
税人务必修改相关信息，否则可能会影
响纳税人的纳税信用记录。例如，对于
在新年度工作单位有变化的纳税人，需

要及时更新信息，否则新
的单位无法获取相关信息
进行扣除，纳税人也就无法享受。

3 对于 2019年填报过的扣除信息
且在2020年没有变化的纳税人，可不再
专门重新确认。

4 纳税人未及时确认的，扣缴义务
人于次年 1月起暂停扣除，待纳税人确

认后再行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5 2020年作为一个新的纳税年度，

纳税人对于扣除信息的修改要提前考虑
好，因为像赡养老人分担比例等内容既
必须保证真实同时又在整个2020年纳税
年度中不能再度变更。据《北京青年报》

《风险提示》说，一些养老服
务机构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养
老山庄，或者以投资、加盟、入股
养生养老基地、老年公寓等项目
名义，承诺返本销售、售后包租、
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
吸收资金。部分企业不具有销
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
售商品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免费
旅游、赠送实物、养生讲座等欺
骗、诱导方式，采取商品回购、寄
存代售、消费返利等方式非法吸
收公众资金。相关机构及参与
人员的上述行为存在非法集资
等风险。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秦伟向记者介绍说，目前社
会上很多面向老年人的非法集
资组织，其主体并不具备实施
养老服务或提供养老产品的资
格。这里就要强调监管职能部
门的责任了。

随着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

的不断扩大，中国养老产业已进入
投资窗口期，伴随养老意识的普
及，养老消费需求还将进一步提
升。据统计，未来养老产业规模
仍将扩大，2019年中国养老产业
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7.5万亿元，
到2024年预计将突破10万亿元。

“虽然养老服务业市场前景
可期，但是相关配套的软硬件设
施还需要赶紧补课。特别是政
府监管方式要尽快完善。”高秦
伟说，比如上述案例中披露的一
些养老服务机构收取高额押金
或会费，是以提供养老服务承诺
为前提，这到底属于商业赊销行
为，还是涉嫌非法集资？将此类
业务活动纳入金融监管范畴还
需商榷，但无论怎样，上述行为
本身就存在很大风险，如何监管
确保资金安全，是摆在当前政府
职能部门面前的重大课题。

（万静）
据《法制日报》

随着 2020年即将到来，从今
年开始实施的个人所得税专项
附加扣除政策也即将完成整个
2019日历年度。记者 5日从国家
税务总局了解到，个税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已经优化：如果 2019年
填报过的扣除信息在 2020 年没
有变化则不再需要纳税人进行
修改，之前已经填报的扣除信息
将 自 动 视 同 有 效 延 长 至 2020
年。记者注意到，对于这种便利
化措施是否未来将成为常态，国
家税务总局目前尚未明确。

对于需要修改相关扣除信
息的纳税人，最简便的方式就是
登录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
APP”。目前该应用已上线新功
能，增加了“2020 年度继续享受
专项附加扣除”。如果纳税人在
2020年度扣除信息发生变化，需
在今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及时修改
确认。

记者实际操作中了解到，扣
除信息的修改程序并不复杂，只
需将变化内容进行修改再进行

确认即可，没有变化内容无需重
新填写。税务部门同时也提醒
各单位及时通知本单位的员工
进行 2020 年专项附加扣除的修
改确认，并及时收集员工的新扣
除信息。

需要特别提醒纳税人的是，
“专项附加扣除”最大特点在于
通过自我申报方式实现，将确立
起以诚信申报推定为前提的新
税制征管模式。“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有人采取虚
假申报来逃漏税的情况。”

对此，税务部门表示，税务
机关将采取事后核查方式减少
逃漏税问题。因此纳税人在专
项附加扣除申报时虽然并不需
要向税务机关提供有关凭证，但
如果税务部门事后需要进行核
查时，纳税人应该能够提供出留
存的凭证备查。根据相关规定，
虽然相关信息资料在提交以后
将永久得到保存，但是纳税人对
于这些资料的原件还需要长期
保存准备接受查验。

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优化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优化
纳税人信息无变化纳税人信息无变化20202020年可不再填报年可不再填报

2019 年是我国实施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第一年，一
些纳税人可能还没有及时填报
相关扣除信息，也就是在 2019年
从未享受过相关扣除。

对此，记者 5 日从国家税务
总局获悉，对于这部分纳税人在
明 年 3 至 6 月 还 有 一 次 机 会 享
受。对于这部分纳税人，需要先

填报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并
在单位发放最后一个月工资前
报送至扣缴义务人，才能在今年
剩余月份补充享受 2019 年的专
项附加扣除。

如果时间上来不及，还可在
2020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办理
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自行申报
享受。 （张钦）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

2019年未填报扣除信息 明年还有享受机会

提示提示

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发布风险提示

警惕以养老为名欺诈销售“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保健品”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

“保健品”的风险提示》（以下简称《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指出，近期，一些养老服务机构、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名义，承诺高额回报，以向老年人收取会员费、床

位费，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手段，实施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失。

《风险提示》指出，社会上一些养老服务机构或企
业，以“养老服务”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向老年
人收取高额会员费、床位费等行为，其实是存在很大
风险隐患的。那些养老机构承诺的“高额返利”根本
无法实现。返利资金主要来源于老年人缴纳的费用，
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企业不存
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
运转难以持续维系，高额返利实为欺诈噱头。

此外，一些养老服务机构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
力承诺服务，或超出可持续盈利水平承诺还本付
息，并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等名义，
向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
值，吸收公众资金。大量来自公众的资金未实施有
效监管，由发起机构控制，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
的风险。

近 期 被 拆 穿 骗 局 的“ 爱 福 家 ”就 是 这 样 的 套
路。总部设在南京的“爱福家”是一家居家养老服
务品牌，通过“免费棋牌”等休闲娱乐形式吸引老人
关注，再辅以日常关怀和短期有效的高额回报来吸
引投资，找明星为品牌背书，最后再用遍布各地的
高级养老机构的“免费入住”，诱惑老年人“入套”。

在获得了短期正常的盈利后，很多老人也实地
考察了“爱福家”旗下的养老公寓，他们经不住“免
费住高级养老院还能拿利息”的诱惑，将自己几十
万甚至几百万的养老钱，放心地投了进去。

2018年 6月随着老板曹斌铭的失联，来自杭州、
大连、南京、南昌等全国各地许许多多老人的“养老
钱”，一夜之间都打了水漂。“高额返利”成了“水中
之月”。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刘俊海分析指出：“如今一些不法之徒或不良
企业，将诈骗对象瞄准了老年人群体，利用这些老
年人群体大多独居、对金融、投资知识不是很了解，
对新生的各种非法集资形式难以辨别，防范非法集
资的意识不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实施犯罪。”

刘俊海建议，老年人对于短时间内可以获取高回
报的投资项目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将情况告知成年
人子女，或者咨询相关政府权威部门。不轻易签署涉
及到重大财产变化的合同，加强自身风险意识。

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中
等职业学校应按照规定开足开齐开好思想
政治必修课程，并按照规定选用国家统编
教材。在其他公共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和
实习实训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形成
协同育人效应。

意见明确，到 2022 年，培育遴选百所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学校，发挥对区

域内学校和校企合作企业的示范引领作
用。培训万名德育骨干管理人员、思想政
治课专任教师，培育遴选百个名班主任工
作室、千个思想政治课教学创新团队，提升
德育工作队伍的素质水平。遴选百个德育
特色案例，建设万个思想政治课示范课堂，
推广典型做法、先进经验。

意见提出，要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
养方案，融入学校教学全过程。开设劳动

教育必修课程，以实习实训课为主要载体
开展劳动教育，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不少于 16学时。

同时，意见提出要联合中小学开展劳
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
入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引导学
生形成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
观念。

据新华社

根据《风险提示》，一些企业
通过会议营销、健康讲座、专家
义诊、免费检查、免费体验、赠送
礼品或者不合理低价旅游，以及
电话推销、上门推销、网络销售
等形式，向老年人进行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推销所谓

“保健品”。因“保健品”概念无
法律定位，经常被采用偷梁换
柱、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
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等进行混同，骗取消费者信
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
学评价和审批，往往不具备保健
功能，甚至贻误病情。

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的“二十个保健食品执法典型
案例”中，就披露了浙江省绍兴
市上虞区查办向老年人销售假
药案。

这家企业先是违法搜集老年
人个人信息，然后利用老年人信
任有关协会组织和渴求健康的心
理，擅自以杭州老年保健协会的
名义反复向目标老年人进行电话
推销，宣称其产品可以包治百病，
将其效果神话。在老年人购买产
品后，又采取在包裹中放置兑奖
券以兑奖为名要求其支付手续
费、税费，进一步诈骗老年人的钱
财。而其用来推销的所谓保健
品，有部分甚至是假冒伪劣产品，
其中“熊胆粉”更是由南瓜粉所冒
充的假药。市场监管部门与公安
部门组成联合专案组立案侦查，
截至案发之日，本案已查实的涉
案金额达 1000余万元，受害者达
5000余人。

高额返利实为欺诈噱头

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应按照规定开足开齐开好思政必修课程

无法满足老人健康需求 运营模式存在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