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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以一个月（或者

折合为一年）的收入额为基础计算应纳税额。应纳税额=（每

月收入额-必要扣除费用）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这在一般

情况下是符合公平原则的，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考虑实际情况，

如有些雇员的月收入是整整一个月甚至超过一个月劳动时间

的劳动所得。对那些有节假日（或双休日）的纳税人与加班加

点的纳税人，一律以一个月为标准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显

然不符合税收机会均等原则。本文从现状出发，分析了工资

薪金所得按日（或小时）计算应纳税额的原因，并提出了相

应模式。

一、工资薪金所得按日（或小时）计算个人所得税的原因

1. 为了真正体现量能负担原则。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

月收入高的个人纳税能力一定强于月收入低的个人。我国现

行税法中并没有考虑费用与收入的配比关系，所以难以体现

真正的量能负担原则。

2. 为了更好地体现机会均等原则。现行税法已经通过税

收杠杆来调节那些由非主观努力而取得的收入（如加成或

加倍征收），以体现机会均等原则。同样的道理，税法也应该

考虑对那些主观付出比常人更多的纳税人给予一定的税收

优惠（如减税或免税）。很显然，由于较大部分个人的月收入

是在正常的劳动付出后取得的，如果对此收入加成或加倍征

收自然会违背税法的初衷，所以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

对于那些加班加点的纳税人从机会均等的层面给予一定的

税收优惠。

3. 有利于单位合理安排职工的工作时间和强度。根据法

律规定，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用人单位，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

间应不超过 8小时，加班时间不超过 3小时，每月的累计加班

时间不超过 36小时，每周至少保证劳动者有一个完整的休息

日。如果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能够按日计算，则劳动部门可

以从税务部门提供的资料中察觉个别单位雇员月工资高而纳

税少的原因在于加班过多，从而加强对非法挤占雇员休息时

间的监督。

4. 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对加班的收入实行减税或免

税，能够使雇员的加班边际成本降低，提高雇员加班的积极

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二、工资薪金所得按日（或小时）计算个人所得税的模式

从加班的具体情况分析，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每天

工作时间合法（8小时），但法定节假日加班，纳税人总的工作

时间超过法定的 40小时，主要见于使用“综合计时制”的单

位；第二种是每天工作时间不规律，纳税人总的工作时间超过

法定的 40小时，主要见于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单位。对于这

两种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计算模式。

例：雇员乙和雇员丙月薪均为 3 000元。雇员乙每个工作

月加班 8天；雇员丙每天上班并且每天加班 4小时。计算雇员

乙、雇员丙该月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1. 若雇员每天工作时间为 8小时，可以直接选择以日为

单位，工资收入按照现行税法直接折合成月收入。

本例中，由于雇员乙每个工作月加班 8天，实际每月工作

30天，换算成不加班情况下的工资收入实际上为 2 200元

（3 000衣30伊22）。所以雇员乙工资薪金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600 元（2 200-1 600），而并非 1400元（3 000-1 600）。因此，

雇员乙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500伊5%+100伊10%=35（元）。

由此得出以下公式：月应税收入=实际收入衣30伊22；月应

税所得=应税收入-必要扣除费用；月应纳税额=月应税所

得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用以上公式计算，雇员乙的月应税收入=3 000衣30伊22=

2 200（元）；月应税所得=2 200-1 600=600（元）；月应纳个人

所得税额=600伊10%-25=35（元）。

2. 若雇员每月累计工作时间超过 176小时，可以直接选

择以小时为单位，每天按照工作时间 8小时折合为天或者直

接按照每月标准工作时间 176小时折合。

本例中，由于雇员丙每天上班并且每天加班 4小时，每月

实际工作时间为 360 小时，约当 45 天（360衣8），换算成不

加班情况下的工资收入实际上为 1 467元（3 000衣45伊22）。所

以雇员丙工资薪金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0元，而并非 1 400元

（3 000-1 600）。

由此得出以下公式：月应税收入=实际收入衣实际工作工

时伊176；月应税所得=月应税收入-必要扣除费用；月应纳税

额=月应税所得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用以上公式计算，雇员丙的月应税收入=3 000衣360伊176=

1 467（元）；月应税所得=1 467-1 600<0（元）；月应纳个人所

得税额=0（元）。

综上所述，对于工资薪金所得，都可以通过统一的模式计

算应交个人所得税。具体步骤如下：淤先按日或者小时换算为

标准月工资收入（应税收入）：标准月工资收入=实际收入衣实

际工作小时伊176；实际工作小时=实际工作日数伊8。于然后

按照现行税法计算应交税金：月应纳税额=（月应税收入-必

要扣除费用）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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