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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是调整税务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

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就是调节过高收入，

缩小贫富差距。因此，如果这部分税收由企业在缴纳所得税前

扣除就相当于由企业负担了本应由职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那么就违背了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初衷。具体原因分析如

下：

1援 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不同。企业所

得税以法人为纳税义务人，实行法人所得税制。而个人所得

税是以个人（自然人）为纳税义务人，对个人的各项应税所得

征税。

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包括中国公民、个体工商户、个人

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及外籍人员等。企业代个人负担

个人所得税，其实质是一种代付行为，企业年度终了应就自身

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无所得不纳税，亏损可以弥补以后所

得，而个人应就其取得的所得分别按期纳税，最终负担者是自

然人个人。

2援 企业代付的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无关。

第一，《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与企业日常经营相关的、

为了收入的流入而付出的费用可以扣除。代付税款与否，并不

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第二，《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的内容也不包括个人所得税项目，会计核算

上计入工资薪酬不合规。第三，理论上购买员工的劳动力费用

也不应包含其自身应负担的个人费用，如个人所缴纳的养老

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等。

3. 企业代付税款最终会导致国家税收减少。显然，企业

为员工负担个人所得税就产生了一笔费用，增加了企业成本，

如果这笔费用允许税前扣除，就会减少企业所得税税基，对于

盈利企业来说就可以减少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少缴企业所

得税；对于亏损企业来说，就会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在随后

的5年内可以减少其应纳税所得额。另外，如果允许企业代付

的个人所得税在税前扣除，就会导致很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

业采取代付个人所得税的方式避税，从而使国家所有者权益

减少，国家税收也同时减少。

4援 企业代付的个人所得税在税前扣除依据不足。

（1）企业所得税法对税前扣除项目的规定由正面列举方

式改为概括性的反向排除方式，但没有改变税金扣除的实质

内容。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务院法制办共同编写的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及适用指南》的规定，采用正

面列举的方式容易挂一漏万，也无法适应今后税收体系的新

变化，所以采用反向排除的方式，对允许税前列支的税金范围

作了界定。企业所交付的有些税款并不是由企业直接负担的，

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

（2）企业代付的税款不是实际发生的，不适用工资、薪金

税前扣除的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

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代付税款不能认为是实际

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因为企业确实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员

工。如果实际支付了，那么根据税法的规定，合理的工资、薪金

支出可以全额税前扣除。税前扣除具有其特殊性，就像有的费

用扣除必须持有法定凭证一样。

（3）不适用税前扣除的合理性原则。有人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

税发［1994］08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雇主为其雇员负担个

人所得税税款计征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199号）中的计

算公式认为，企业代付个人所得税存在“合理性”。而本文认为

其所依据的计算公式是将代付税款视同所得推导出个人所得

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不能成为税前扣除合理性的足够依据。

因为，假如不把不含税收入推导为含税收入而计算每个纳税

人的应纳税所得额，那么计算出来的个人所得税金额都是错

误的、不合理的、不公平的。

（4）从会计处理和税务实际操作来看，多年来，此项支出

一直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调增项目。目前在实际中有两种会

计处理方法，一种作为“工资、薪金”处理（虽然不合规，但一直

有这样的做法），借：应付职工薪酬；贷：应交税费———应交个

人所得税。借：管理费用、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贷：应付职工

薪酬。另一种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借：营业外支出；贷：应

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因为有人认为，代付税款对于企

业来说是不经常发生的支出，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营业外支

出的性质，而依据规定，这项支出应作为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

得额的调增项目，增加年度应纳税所得额。

5. 企业代付税款不利于国家的税收管理。个人所得税是

现行税制中唯一以自然人为纳税人的税种，对个人所得税的

缴纳能够增强个人的纳税意识。如果让企业代付个人所得税，

使实际纳税人的纳税义务通过企业负担税款发生转移，不仅

淡化了个人依法纳税的意识，而且削弱了个人所得税调整收

入分配的作用。茵

企业代付的个人所得税不能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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