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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为职工发放防暑降温费既能体现企业对职工的关

怀，又能激发职工的工作激情。那么，防暑降温费是计入应付

职工福利费还是劳动保护费呢？其能否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

一、企业所得税方面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

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准予在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实际发生的防暑降温支出，显然

是与取得收入有关的支出，支出的数额只要是合理的，税法是

准予税前扣除的。而企业的防暑降温支出是作为职工福利费

列支，还是作为劳动保护支出列支，企业是可以通过税务规划

来进行选择的。

1援 职工福利支出。淤《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

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

的部分，准予扣除。于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企业工资薪

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就新

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扣除有关问题进

行了明确，其中关于防暑降温费税前列支情况，就发生了较大

变化，值得企业关注。国税函［2009］3号文件明确了《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的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以下

内容：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

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

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

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

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

2援 劳动保护费支出。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

护支出准予扣除。劳动保护支出的确认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

件：一是必须是确因工作需要；二是为其雇员配备或提供；三

是限于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品等用品。准予

扣除的劳动保护支出，必须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

的劳动保护支出，同时还必须是合理的劳动保护

支出。

二、个人所得税方面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第（一）

款的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

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

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高温补贴、过节费就属于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的“津贴、补贴”。

对于补贴、津贴等一些具体收入项目应否计入工资薪金

所得的征税范围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征收个人所得税

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对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

贴和国务院规定免缴个人所得税的补贴、津贴，免予征收个人

所得税。其他各种补贴、津贴均应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

税。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国家

统一规定发放的补贴、津贴，是指按照国务院规定发放的政府

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以及国务院规定免缴个

人所得税的其他补贴、津贴。非工薪所得免税是指下列不属于

工薪性质的补贴、津贴或不属于本人工薪项目的收入，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淤独生子女补贴；于托儿补助费；盂差旅费津贴、

误餐补助；榆执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

贴、津贴差额和家庭成员的副食品补贴。

另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工资、薪

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也明确规定，工

资、薪金所得（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应根据国家税法统

一规定，严格按照“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

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的政策口径掌

握执行，任何地方不得擅自规定免税项目或变相提高减除费

用标准。

因此，企业以现金或实物发放防暑降温费、过节费等都要

并入个人应纳税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至于征收的比例

则依据工资总额计算。所谓的“津贴不需要交个税”，是指“按

照国务院规定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和国务院规定免缴个人所得

税的补贴、津贴”，而非高温补贴、过节费。

下面举例说明：

例：某公司的财务总监王某 2010年 7月份收到公司发放

的降温补贴、过节费，全部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请计算王某

本月代扣的个人所得税。

王某 7月份工资薪金所得应纳税所得额=工资收入-个

人缴付的“三费一金”-费用扣除标准=（淤+于+盂+榆+虞）-

（舆+余+俞+逾）-2 000=13 600-2 520-2 000=9 080（元）

王某 7月份应纳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伊税率-速

算扣除数=9 080伊20%-375=1 441（元）。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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