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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

税款有关个税政策解析

刘 强

渊 日 照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山 东 日 照 276826冤

随着社会发展，企业重视人才战略，薪酬设计多元化，税

后工资奖金如何计缴？根据《个人所得税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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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5］9号）等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雇主为雇员

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问

题的公告》（国税发［2011］28号）对雇员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并由雇主负担部分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计算问题予以进一

步明确：淤明确了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个人

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于雇主为雇员负担全年

一次性奖金部分个人所得税款，是雇员所得，应并入雇员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按照规定方法计征个人所得税；盂明确了

雇主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款，应属于个人工资薪金的一

部分。符合工资扣除条件的，可以税前扣除。

一、国税发［2011］28号文与国税发［1996］199号文的

差异比较

全年一次性奖金属于工资薪金范围，是工资薪金中更加

明细的收入项目。国税发［1996］199号文是对雇主为雇员承

担工资薪金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作出了规定，而国

税发［2011］28号文是对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

分税款有关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作出了规定。

1. 雇主为雇员定额负担税款的计算公式的差异：

（1）国税发［1996］199号文中规定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雇员取得的工资+雇主代雇员负担的税

款-费用扣除标准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国税发［2011］28号文中规定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雇员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雇主替雇

员定额负担的税款原当月工资薪金低于费用扣除标准的差额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 B-速算扣除数 B

实际缴纳税额=应纳税额-雇主为雇员负担的税额

上述两个应纳税额计算公式的差异：工资是直接找出对

应的适用税率 A和速算扣除数 A据以计算税款，而全年一次

性奖金是除以 12后，根据其商数找出对应的适用税率 B和

速算扣除数 B据以计算税款。

2. 雇主为雇员按一定比例负担税款的计算公式的差异：

（1）国税发［1996］199号文中规定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未含雇主负担的税款的收入额-费用扣

除标准-速算扣除数伊负担比例）衣（1-税率伊负担比例）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国税发［2011］28号文中规定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所得额越（未含雇主负担税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

收入原当月工资薪金低于费用扣除标准的差额原不含税级距

的速算扣除数 A伊雇主负担比例）衣（1原不含税级距的适用税

率 A伊雇主负担比例）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 B-速算扣除数 B

实际缴纳税额=应纳税额-雇主为雇员负担的税额

上述两个计算公式最大的区别就是国税发［2011］28号

文明确规定了雇主为雇员负担的税额可以抵扣应纳税额。

二、雇主为雇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款与企业支出定性

问题

国税发［2011］28号文第四条规定，雇主为雇员负担的个

人所得税款，应属于个人工资薪金的一部分。凡单独作为企

业管理费列支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税前扣除。以前

是存在工资税前扣除限额，现在没有限额了，只要真实合规

支付就可扣除，正如国税发［2011］28号文第一条规定，雇主

为雇员负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个人所得税款，属于雇员又

额外增加了收入，属于工资薪金支出。也就是说，工资薪金是

不含税工资薪金加扣缴的个税。如果再单独作为企业管理费

列支则重复扣除了扣缴个人所得税的部分。

国税发［2011］28号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会计核算问

题，即：在税收规定上已经认可代付税款是雇主与雇员之间

的协议或合同的关系。在会计核算上应遵循“支付纳税人的

净收入由何项目负担，则代付的税款也由何项目负担”的原

则，企业应采用与雇员对应的收入相同的会计科目进行会计

核算。

三、雇主为雇员承担全年一次性奖金部分个人所得税款

的税前扣除问题

企业代付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是企业多支付的人工成

本，计入工资薪金更合理一些。国税发［2011］28号文对此进

行了明确，是法制的进步，也是此公告的亮点。即：“雇主为雇

员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款，应属于个人工资薪金的一部分。凡

单独作为企业管理费列支的，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得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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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雇主为雇员承担的个人所得税款，应属于个人应负担

的支出，企业所得税法没有允许税前扣除的规定。《关于纳税

人取得不含税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

复》（国税函［2005］715号）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

税的现行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

个体工商户为个人支付的个人所得税款，不得在所得税前扣

除。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为个人负担的税款属于

与取得收入无关的支出，应由个人来负担，也不可在税前扣

除。《企业所得税法》对工资扣除已不再有限额控制，企业为个

人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只要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

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关

于合理工资薪金的五项规定，均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

除，因此企业为个人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如果作为工资薪金的

一部分，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如果没有作为工资薪金

的一部分而是直接在费用中扣除，则属于与收入无关的支出，

不可在税前扣除。这一规定，使得代付个人所得税成为可能。

即如果代付的个人所得税符合工资薪金扣除条件，即可税前

扣除。

四、举例分析

公式推导：设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所得额为 X，适用税

率 A%。速算扣除数 S，未含雇主负担税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

收入 J。雇主负担比例 a%，当月工资薪金低于费用扣除标准的

差额为 c。

方程：X+c=J+个税 a%=J+（XA%-S）a%=J+XA%a%-Sa%

X（1-A%a%）= J-Sa%-c

则：X=（J -Sa%-c）/（1-A%a%）

例：某省企业张某 2011 年 6月收入 1 000元，同月获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 12 000元，雇主为张某负担其工资、薪

金所得 30%部分的应纳税款，张某 6月取得的一次性奖金的

应纳税款计算如下：

设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所得额为 X，则：

X+（2 000-1 000）=12 000+（X10%-25）伊30%

解得：X=11 332.47

个税合计：11 332.47伊10%-25=1 108.25（元）

五、注意事项

企业的股东大会、董事会、薪酬委员会或相关管理机构应

制定好工资薪金制度，根据国税发［2005］9号文的规定，纳税

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

纳税，计算方法单独适用。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

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采用一次。纳税人当月的工资不能与该

奖金混算，应该单独计算、单独纳税，如果与一次性奖金混在

一起计算，降低或提高税率都是不正确的。因此，应按正确的

方法计算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人所得税，以减少个人及企业

的纳税风险。茵

会计电算化环境下的经侦查账技术运用

【摘要】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总是或多或少地使用查账技术来获取犯罪证据。电算化会计的普及在给传统手工会

计系统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给经侦查账活动带来了诸多影响。侦查机关应当主动适应会计核算环境变化，注重手工查

账和计算机查账相结合；拓宽查账范围，强化对会计电算化系统的检查；综合采取侦查措施获取电算化会计资料并理清犯

罪线索，固定犯罪证据。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 会计电算化 查账

陈宗攀

渊 江 苏 警 官 学 院 南 京 210012冤

一、会计核算环境变化给经侦查账工作带来的新问题

1. 查账对象发生变化。企业使用电算化会计系统处理财

务数据，使得会计核算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也使经侦查

账工作对象与此前不同。会计部门的组成人员从原来由财务、

会计专业人员组成，转变为由财务、会计专业人员和计算机数

据处理系统的管理人员及计算机专家组成。会计部门不仅利

用计算机完成基本的会计业务处理，而且还利用计算机完成

各种更为复杂的业务活动，比如销售预测、人力资源规划等。

随着远程通讯技术的发展，会计信息的网上实时处理成为可

能，业务事项可以在远离企业的某个终端机上瞬间完成数据

处理工作，原先应由会计人员处理的有关业务事项，现在可以

由其他业务人员在终端机上一次完成；原来应由几个部门按

预定权限和步骤完成的业务事项，现在可能集中在一个部门

甚至由一个人完成。这样，一旦有违法犯罪行为浮出水面，此

前的手工会计系统可以从字迹辨认出责任主体，而会计电算

化系统只能提供统一模式的输出资料，没有记录人的资料，无

法从笔迹上辨认出记录人，责任追究的主体将难以明确。

2. 查账领域拓宽。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会计事项由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