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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的《个人所得税法》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1年 6月 30日通过，并于

2011年 9月 1日起施行。本次修订将工薪所得扣除标准提

高到3 500元，并调整工薪所得税税率结构，由 9级调整为 7级，

取消了 15%和 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税率由 5%降为

3%。同时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

税率级距。生产经营所得税率表第一级级距由年应纳税所得额

5 000元调整为 15 000元，其他各档的级距也相应作了调整。

但是，此次修订后的新个人所得税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有必

要对其加以完善，从而有利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实践操作。

一、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

国税发［2005］9号文规定，纳税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

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其计算方法是先

将纳税人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个月，按其商

数对应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如

果纳税人当月取得工资收入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

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

额的差额”后的余额，按上述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

税率和速算扣除数。新税法规定的扣除金额虽有所增加，部分

级别税率降低，但依然存在临界点税负不公问题。

例如：张恒 12月工资收入 5 000元，当月取得全年一次

性奖金分别为 108 000元和 108 012元，则应纳个人所得税：

全年奖金 108 000元时应纳个人所得税越108 000伊20%原

555越21 045（元）

全年奖金 108 012元时应纳个人所得税越108 012伊25%原

1 005越25 998（元）

即多发了 12元奖金，却要多缴纳 4 953元个人所得税，

出现了“年终奖越多，税后所得越少”这一怪象。

要解决这一问题，可采取除以 12找税率、速算扣除数，然

后用“（除以 12的金额伊税率原速算扣除数）衣12个月”的计算

方法，虽然税额减少，但更适合那些以全年业绩为主要考核指

标的白领阶层。仍以张恒为例：

全年一次性奖金 108 000元时应纳个人所得税越（108 000衣

12伊20%原555）伊12越14 940（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 108 012元时应纳个人所得税越（108 012衣

12伊25%原1 005）伊12越14 943（元）

即多发了 12元奖金，多交纳 3元个人所得税，符合税负

公平原则。

二、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计税方法

在计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应纳

税所得额时，费用的扣除依然沿用原标准，每次收入不超过

4 000元的，减除费用 800元，4 000元以上的，减除 20%的费

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部分所得的税负相对较高，有

悖税负公平原则，并与现阶段经济发展严重脱节。虽然对稿酬

所得有相应的优惠政策，对应纳税额减征 30%，但高税负使国

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例如：张易本月工资薪金收入 5 000元、汪尔本月对外提

供劳务取得报酬 5 000元、李参本月取得稿酬 5 000元，三人

的纳税情况分别为：

张易：工资薪金收入 5 000 元，应纳税额越应纳税所得

额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按照 2007年相关规定，应纳税

额越（5 000原2 000）伊15%原125越325（元）；在 2011年 9月 1日

以后，应纳税额越（5 000原3 500）伊3%越45（元）。张易的应纳税

额由 325元降到 45元，税负大大减轻。

汪尔：劳务报酬 5 000元，应纳税额越应纳税所得额伊适

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越每次收入额伊（1原20%）伊适用税率原速

算扣除数越5 000伊（1原20%）伊20%越800（元）。

李参：稿酬 5 000元，超过 4 000元，应纳税额越应纳税所

得额伊适用税率伊（1原30%）越每次收入额伊（1原20%）伊20%伊（1原

30%）越5 000伊（1原20%）伊20%伊（1原30%）越560（元）。

这三人均取得了 5 000元收入，但税后所得各不相同，尽

管国家对稿酬所得有优惠政策，但其税负依然数倍于工资薪

金所得的税负，使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未落到实处。建议对这

两项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同步改革，紧跟经济发展步伐。

三、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

经营所得计税方法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与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

营所得适用税率为 5%耀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费用扣除

新个人所得税法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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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人所得税在缩小贫富差距、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新个人所得税法在

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方面存在临界点税负不公问题，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等的税负依然偏重，有必要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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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所得税类似。但企业所得税税率已由原来的 33%降为

25%，而个体工商户的税率没有变化，相较而言税率偏高。

当然，此次个税改革将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

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级距做了一些调整，生产经营所得税率表

第一级级距由年应纳税所得额 5 000元调整为 15 000元，其

他各档的级距也相应作了调整，具体如下：

这样的调整使税负有所降低，但与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相

比个体工商户税负依然较重。例如，当一位个体工商户年应纳

税所得额为 300 000元时，调整前应纳税额为 300 000伊35%原

6 750越98 250（元），调整后应纳税额为 300 000伊35%原14 750越

90 250（元），税负降低 8 000元，依然远远高于企业所得税 15 250

元（90 250-300 000伊25%），若此类企业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标

准，则税负差别会更大，小型微利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为 60 000

元（300 000伊20%），个体工商户多纳税 30 250元。

四、财产租赁所得计税方法

财产租赁所得是指个人出租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

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其费用扣除标准为每次收

入不超过 4 000元的，减除费用 800元；4 000元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当一次收入不超过 4 000

元时，减除 800元费用的扣除标准也是沿用几十年前的费用

扣除标准，与当前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有失税负公平原则。

在确定财产租赁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纳税人个人可扣除

的费用依次为：财产租赁过程中缴纳的税费；由纳税人负担的

该出租财产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

准予扣除的该出租财产实际开支的修缮费用，必须提供有效、

准确凭证证明由纳税人负担，并且修缮费以每次 800元为限。

现实中个人出租财产时提供有效的修缮费凭证比较困难，由

此导致个人财产租赁所得税负的增加。若将此项规定改为固

定提取扣除修缮费，相当于企业大修基金，同时加强监管，提

高其可操作性，以保证税法的精神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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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下，实际利率法在《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六个具体会计准

则中得到运用。

实际利率法的广泛运用使得会计业务的核算更准确、更

科学，然而会计准则中给出的核算方法相对复杂，不利于会计

从业人员及会计学习者了解与使用。笔者经过长时间的学习与

教学，发现从实际利率法的本质出发更易理解并掌握实际利

率的核算。

一、实际利率法的本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中的阐述，实际利率法是指按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含一组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利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

息收入或利息费用的方法。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

负债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未来现金流量，折

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

可见，实际利率法本质上是在会计核算中引入财务管理

中的资金时间价值理念，更准确地计算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

实际利率法运用之归纳总结

王 坤 房子磊

渊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冤

【摘要】随着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货币时间价值理念的逐步接受和认可，实际利率法在会计核算中得到越来越多的

运用。本文从实际利率法的本质出发，全面分析了会计准则中与实际利率法相关的各种业务，从而总结出一种易于理解、便

于操作的核算思路。

【关键词】实际利率法 长期借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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