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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所列货物；二是企业按固定资产管理，并确已使用过的物

资；三是销售价格不超过其原值。对不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

应按4%的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该公司售价4.4万元的那台

设备因售价超出原值，故应交增值税0.084 6万元［4.4衣（1垣

4%）伊4%伊50%］。

差错之七：缓缴税款未申请

例7：某企业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上缴增值税18.7万元，

未办理缓缴申请，挂账不缴，所以买不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导

致企业持续经营有困难。

正确的纳税申报：按《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业应

在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期限内缴纳或解缴税款。一般纳税人

因为有特殊困难，不能及时缴纳的必须申请，经县级以上税务

机关批准方可缓缴，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案例中的企业的

上述问题是一般纳税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上缴应交税款，有特

殊困难又未经申请批准缓缴所造成的。

企业在申请缓缴税款时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办

理缓缴税款申请，应在法定纳税期限之前，以书面形式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出；二是因为税务机关批准的缓缴期满后，不能也

不允许继续办理缓缴申请，因此在缓缴期限内必须将缓缴税

款全部上缴。

差错之八：纳税当期未发生销售业务时不进行纳税申报

例8：某企业因种种原因生产经营很不正常，有的月份有

销售，有时又一连几个月没有销售。计税会计错误地认为，纳

税当期没有发生销售行为，因而不进行纳税申报。

正确的纳税申报：纳税人应按月进行纳税申报，申报期为

次月1日起到10日止。对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进行纳税申报

的，将按照《税收征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所以，

该企业计税会计认为当期没有发生销售行为不做纳税申报是

错误的。纳税当期没有发生销售业务，纳税申报时只是本期销

项税额栏中的应税销售额、税额是“0”。如果当期有进项税额，

其当期申报数字与前期申报数字之间会有变化，因此，必须进

行纳税申报。茵

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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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工资、

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受

雇有关的其他所得，按照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工薪越高，适用的税率越高，税负也越重。

一、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的方法

1. 收入均衡化。由于工薪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应纳税所得额越大，其适用的税率也就越高，因此，相对于工

薪所得均衡的纳税人而言，工薪所得不均衡的纳税人税负更

重。采取均衡分摊法，合理预计全年所得，均匀分摊至每个月，

在一定程度上可达到节税的目的。

2. 收入福利化、费用化。在税收临界点附近，采用适当减

少工薪所得，将减少部分以福利或费用形式返还给员工，员工

收入总额并未改变，但税负却可明显减轻，可支配收入明显增

加。但是在操作中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例如，为改善员工办

公条件而购买的办公设施及用品的所有权属于单位，列入单

位的固定资产，员工拥有使用权，员工调出单位时要将相应的

物品归还单位。如果所购置的办公用品所有权归个人，则相当

于单位对员工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要按照物品的价值计

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3. 提足“三险一金”。“三险一金”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三险一金”优惠政策的使

用，最为突出的是住房公积金。按照财税［2006］10 号文件的

规定，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

资 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从个人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

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的 3倍，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定执行。由于许多单位仍然

按 6%或较低比例缴付住房公积金，因此，单位可通过提高住

房公积金计提比例，将员工的部分奖金收入转移到住房公积

金中，以减轻个人所得税负担。

4. 用足优惠政策。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了一系列的税

收优惠政策，充分利用这些政策，可以达到节税的目的。

（1）按标准发放的公务交通、通讯补贴及误餐补助免税。

国税发［1999］58号文件规定，个人因公务用车和通讯制度改

革而取得的公务用车、通讯补助收入，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

用后，并入工资之中计税。公务费用的扣除标准，由省级地方

税务局测算，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并报国家税务总

局备案。即单位在规定标准内发放的公务交通、通讯补贴免

税。单位可将员工部分工薪所得以该项名义发放。国税发

［1994］89号文件规定，个人因公在城市、郊区工作，不能在工

作单位或返回就餐，确实需要在外就餐的，根据实际误餐顿

数，按规定的标准领取的误餐费，不予征收个人所得税。

（2）限额内的公益性捐赠免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非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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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组织向教育等公益事业和灾区、贫困地区捐赠，不超过应纳

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5. 工薪所得分配合理化。

（1）规避年终奖金负效应区间。在个人所得税税率进级

结点，如 500、2 000、5 000、20 000等，税前收入增加 1元，就会

适用高一档的税率，常出现奖金高、实际收入少的负效应区间。

因此，在年终奖金发放中，必须关注 500、2 000等税率进级结

点的 12倍收入 6 000、24 000……避免进入负效应区间。

年终奖金存在 9个无效区间，在这些无效区间内随着税

前收入的增加，税后收入反而减少。常见的无效区间是 6 000

~ 6 305、24 000 ~ 25 294、60 000 ~ 63 437、240 000 ~ 254 666。

负效应区间的确定如下：

例 1：李某年终奖 60 000元，则应纳个人所得税为 8 875

元（60 000伊15%-125），税后实得 51 125 元。若适当提高年终

奖，其适用税率则由 15%升为 20%，为保证李某税后所得仍为

51 125元，设提高后的年终奖至少应为营元（营跃60 000），此

时，李某应纳个人所得税计算如下：营原（20%营原375）=51 125，求

得：营=63 437.5。即李某的年终奖金提高到 63 437.5元或以

上时，其税后所得才可能等于或高于 6 000元年终奖的水平。

当员工的年终奖金处于负效应区间时，应按照每个区间

的最低金额发放，才能够使税后所得提高，超过部分可并入工

资或留待以后年度发放。

（2）巧用税收临界点。在全年工薪所得一定的情况下，要

实现全年总体税负最小，必须合理分配月所得与年终奖。具体

操作中，应注意把握以下原则：淤在分配月所得与年终奖时，

至少保持二者中有一个在某一税率所对应的税收临界点上

（如 500、2 000或 6 000、240 000等），另一个在一定范围内浮

动。于若月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低于年终奖适用的税率，则应

将部分年终奖分配到各月发放，以降低转移后的年终奖适用

的税率。一般来说，年终奖适用税率应低于或等于调整前的月

工薪所得适用税率。即使调整后的月工薪所得适用税率提高

一级甚至两级，在一定范围内，仍可实现总体税负最小化。

例 2：张某月基本工资为 2 500元，年终奖

金 42 000元，全年工薪所得共计 72 000元。其

应纳个人所得税计算如下：

月工薪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2 500-

2 000）伊5%=25（元）

年终奖应纳个人所得税=42 000伊15%-

125=6 175 元（42 000衣12=3 500，对应税率

15%，扣除数 125）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25伊12+6 175=6 475

（元）

若将张某全年工薪所得 72 000 元合理分

配，年终发放 24 000元（税率降为 10%），剩余

奖金 18 000元分摊到各月发放，则月工薪所得

为 4 000元（18 000衣12+2 500）。筹划后，张某

月工薪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 175 元［（4 000-

2 000）伊10%-25］，年终奖应纳个人所得税 2 375

元（24 000伊10%-25），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 4 475元，比筹划

前节税 2 000元。

为便于员工及单位实施税负最小化个税筹划方案，现将

员工不同工薪水平对应的税负最小化方案设计表列示如下

（详见文尾表）。

从表中可见，保持月薪税率高于年终奖税率一级或两级，

可实现税负最小化。若某单位员工刘某预计全年工薪所得为

68 000元，处表中第 6档，单位可按月发放工薪 4 000元，剩余

20 000元（68 000-4 000伊12）作为年终奖发放，全年工薪税负

为 4 075元{［（4 000-2 000）伊10%-25］伊12+（20 000伊10%-25）}。

二、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中的误区

1. 误区一：私车公用节税。国税函［2007］305号规定，企

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在规定的标准内，为员工报销

的油料费、过路费、停车费、洗车费、修理费、保险费等相关费

用，以及以现金或实物形式发放的交通补贴，均属于工资支

出，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很多企业认为加大税前扣除额，

可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并节省购车资金。其实，私车公用与

使用企业自有车辆相比，并不能达到减轻企业所得税负担的

目的。因为，税法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由于会计主体不同，企业不能计提私家车的折旧，丧失折

旧抵税的机会，同时还在无形中加重了员工的个人所得税负

担。员工因私车公用而在单位报销的费用，按税法规定，应并

入其工资，一并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 误区二：福利费免税。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福利费，是指

从福利费或工会经费中支付的职工生活补助费。现行个人所

得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的形式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

他形式的经济利益”，首次将“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纳入个人

所得形式，即单位发放的实物，大到住房、汽车，小到糖果、饮

料等，均属于工薪所得，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另外，个人参加

单位组织的免费旅游及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时，从其雇

主处取得的折扣或补贴及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等，也应按工

薪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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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臆24 000

24 000约A臆30 000

30 000约A臆36 000

36 000约A臆54 000

54 000约A臆59 500

59 500约A臆72 000

72 000约A臆108 000

108 000约A臆130 000

130 000约A臆144 000

144 000约A臆324 000

324 000约A臆379 000

379 000约A臆504 000

月薪额渊A1冤

A1臆2 000

2 000约A1臆2 500

A1=2 500

2 500约A1臆4 000

4 000约A1臆4 458.33

A1=4 000

4 000约A1臆7 000

7 000约A1臆8 833.33

A1=7 000

7 000约A1臆22 000

22 000约A1臆26 583.33

A1=22 000

税率

0

5%

5%

10%

15%

10%

15%

20%

15%

20%

25%

20%

奖金额渊A2冤

0

0

A2臆6 000

A2臆6 000

A2=6 000

A2臆24 000

A2=24 000

A2=24 000

A2臆60 000

A2=60 000

A2=60 000

A2臆240 000

税率

0

0

5%

5%

5%

10%

10%

10%

15%

15%

15%

20%

0

T臆300

300约T臆600

600约T臆2 400

2 400约T臆3 225

3 225约T臆4 475

4 475约T臆9 875

9 875约T臆14 275

14 275约T臆16 375

16 375约T臆52 375

52 375约T臆66 125

66 125约T臆91 125

税额（T）序
号

全年工薪所得（A）
A=A1伊12+A2

年终奖分配额月薪分配额

工薪所得个人所得税筹划方案设计表 单位院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