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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征

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通知》（国税发

【1994】89号）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去的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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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上，所有的津贴均

应计征个所得税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三、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但是，国家规定的津贴

可免税

第十三条  税法第四条第三项所说的按照国统一规定发

给的补贴、津贴，是指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

津贴、院士津贴、资深院士津贴，以及国务院规定免纳

个人所得税的其他补贴、津贴。

此条即是对”国家规定”

的解释

（二）下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贴、津贴或者不

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不征税：

4.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此条即是对“其他补贴、

津贴”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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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

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字【1994】20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

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

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7】54号）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巡视员

卢云访谈

二、下列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

三、队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免

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出差的通费、住宿费凭

证（复印件)或企业安排出差的有关计划，有主管税务机

关确认免税。

外籍个人差旅

费津贴政策与

国内职工有何

区别？

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单位以现在方

式给出差人员发放交通费、餐费补贴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如果单位是根据国家有关一定标准，凭出差人员实际

发生的交通费、餐费发票作为公司费用予以报销，可以

不作为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访谈是否可以

作为执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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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税政策与实际操作的关系

根据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以及相关文件，差旅费津贴免个人所得税。但

在各地的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免个人所得税。一般都是参照

当地政府相关的限额执行。

   



个人所得税实务大全系列 -补助补贴系列

二、差旅费补助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的关系

案列1：发放补助超过标准

企业派遣员工到外地公干，共3天，员工凭借火车票和住宿费报销

差旅费1000元。企业对外恒出差执行每人每天补助150元的标准，

用于出差时的伙食费以及其他公杂费，此类相关票据不予报销。当

地税务机关规定，差旅费补助在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内可免个人

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当月该员工个人所得税时，应将150元并入其

月工资。假设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150-3500）×10%-

105=160元

   

一般原则：差旅费保护

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不

能重复

例如：青岛地税局文件

企业员工出差取得的出差补助是否征收个人

所得税？

答：参照青财行【2013】17号文件规定，差

旅费中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凭据报销，

伙食补助费、功夫按规定标准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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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旅费补助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的关系

案列2：发放了补助又实报实销

企业派遣员工到外地公干，共3天，员工凭借火车票和住宿费报销

差旅费1000元。企业对外省出差执行每人每天补助150元的标准，

用于出差的伙食费以及其他公杂费。当地税务机关规定，差旅费补

助（包括伙食费补贴与公杂费）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内可免个人

所得税。同时为该员工报销了就餐费，长途电话费以及市内交通费

300元。

假设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150+300-3500）×10%-

105=190元

   

注：企业发放的差旅费补助中已经包括了伙食

补助费与公杂费，但是又报销了与其就餐费与

公杂费，不是企业内控有问题，就是在虚增成

本费用。当然个人所得税也不能予以免征。

例如：厦门税局的规定：

财务以有效凭证实报实销方式报销伙食费及

公杂费的，其另外取得的差旅费津贴，以及

超过上述两份文件规定限额放放的部分必须

并入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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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旅费补助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的关系

案列3：未发放补助，实报实销在免税标准内可免税

企业派遣员工到外地公干，共3天，员工凭借火车票和住宿费报销

差旅费1000元。企业对外省出差执行每人每天补助50元伙食费补

助的标准。同时报销员工从公司到机场的交通费30元。

当地税务机关规定，差旅费补助（包括伙食费补贴50元与公杂费50

元）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内可免个人所得税。

假设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3500）×10%-105=145元

   

注：企业只发放伙食费补助，对市内交通费实

报实销，且其额度在免税标准内，因此未造成

重复，应予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例如：广州市的规定：

关于出差伙食补助费的计税问题

以出差自然（日历）天数和标准（每人每天

50元）计算，为自行负担出差伙食费的员工

发放或报销的出差伙食补助费，不计入员工

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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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旅费补助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的关系

案列4：补助实报实销在免税标准内方可予以免税

企业派遣员工到外地公干，共3天，员工凭借火车票和住宿费报销

差旅费1000元。企业对外省出差执行每人每天补助50元伙食费补

助和30元公杂费的标准。员工取得该补助，但是未取得相关票据。

当地税务机关规定，差旅费补助（包括伙食费补贴50元与公杂费50

元）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内可免个人所得税。

假设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3×80-3500）×10%-

105=169元

   

注：实报实销同时在限额内，两者同时满足方

可免税。

参与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巡视员卢云访谈

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单

位以现金方式给出差人员发放交通费、餐费

补贴应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如果单位时根据

国家有关一定标准，凭出差人员实际发生的

交通费、餐费发票作为公司用予以报销，可

以不作为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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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旅费补助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的关系

案列5：未实际发生补助，发放的补助不能免税

企业派遣员工到外地公干，共3天，员工凭借火车票和住宿费报销

差旅费1000元。企业对外省出差执行每人每天补助150元的标准，

用于出差时的伙食费以及其他公杂费。当地税务机关规定，差旅费

补助（包括伙食费与公杂费）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内可免个人所

得税。内审期间的餐费、是内公杂费等全部由被审计的子公司承担。

假设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450-3500）×10%-

105=190元

   

注：员工未实际发生伙食费以及公杂费，发放

的补助不能免个人所得税。

例如：广州市的规定

对出差期间个人未负担伙食费用的，应将出

差伙食补助费全额并入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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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旅费补助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的关系

案列6：出差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企业派遣员工到外地公干，共3天，员工凭借火车票和住宿费报销

差旅费1000元。企业对外省出差执行每人每天补助50元伙食费补

助和50元公杂费的标准。同时员工在外地请客户吃饭并赠送礼品花

费5000元，账务上计入交际应酬费。

当地税务机关规定，差旅费补助（包括伙食费补贴50元与公杂费50

元）每人每天100元的标准内可免个人所得税。

假设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3500）×10%-105=145元

   

注：在出差过程中发生的搅基应酬费，

不能与个人出差补助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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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旅费补助现金发放与实报实销的关系

案列7：差旅费包干

企业派遣员工到外地公干，共3天。公司规定外地出差执行差旅费

包干正常，每人每天发放300元，包括所有的费用。

差旅费包干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没有统一政策。有的地区认为只要

不超过当地政府财政部门发放的差旅费标准，即可不计征个人所得

税。而有的地区则有各种不同的规定。

例如：山西规定

企业采取上述形式，即销售费用包干办法，发给销售

人员的报酬，即包括了应税收入项目，也包括了一部

分免税收入项目，如差旅费、误餐补助等，在计征个

人所得税时，主管书屋机关应根据企业提供的有关财

务资料和企业销售活动范围等实际情况，通过将收入

项目具体分解、测算，确定一个合理的扣除免税项目

比例。在此基础上，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

例如：河北规定

对实行差旅费包干的企业，其经销人员按差旅费包干

收入办法取得的收入，按扣除据实报销差旅费用后的

差额，与当月工薪所得项目合并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例如：广西规定

差旅费实行包干使用办法的（差旅费中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补助费

实行包干），出差人员在凭合法票据扣除实际发生的城市间交通

费和市内交通费后，取得的出差补助在一下限额内免征个人所得

税：区内出差的每人每天430元、区外出差的每人每天470元。超

出限额的部分，并入当月发放的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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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旅费补助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

1：差旅费补助作为“差旅费”前扣除

一般认为，差旅费补助应作为“差旅费”税前扣除，很多企业也是如此执行。

有的企业利用差旅费补助免个人所得税的

政策，认为的虚增差旅费金额，虚增企业

所得税书签扣除的金额；

可能导致工资薪金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计算基数的不符

符合业务实质，准确税前扣除。

缺点优点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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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旅费补助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

2：差旅费补助作为“工资”税前扣除

有的企业直接把差旅费补助计入工资，符合免税政策的部分再予

以免税。

案例：甲企业派遣员工出差，发放差旅费补助1000元，符合当

地补助的免个人所得税标准。企业该补助计入员工的工资，计算

个税时再予以扣除。假设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

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个人所得税=（6000+1000-1000-3500）×10%-

105=145元

该员工当月工资薪金为7000元，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但是

如果计入工资薪金，则增加了三费（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

会经费）的税前扣除计算基数，可能不会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

如将差旅费补助计入工资，不免个税，则可

以作为工资薪金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如将差旅费补助计入工资，享受免个税政策，

则不应作为工资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可能会增加社保的计算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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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旅费补助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

3：差旅费补助作为“职工福利费”税前扣除

有的地区有特殊规定，认为差旅费补助属于职工福利费的范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心机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3号）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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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按照其他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包括丧葬补助费、

抚恤费、安家费、探亲假路费等。

此种处理方式，就是税务机关出于避免纳税人

滥用差旅费补助免个人所得税的政策虚增企业

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情况。福利费的税前扣除有

限制。

此种处理方式的却点是不符合差旅费补助的实

质，可能会减少纳税人税前扣除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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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差旅费补助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

4：差旅费补助作为其他情况税前扣除

    差旅费发生目的不同，处理有差异；

    管理人员差旅费，应计入管理费用等；

    车间人员差旅费，应计入制造费用等；

    市场推广差旅费，应计入销售费用等；

    销售部门差旅费，应计入销售费用等；

    参加培训差旅费，应计入销售费用等；

    参加会议差旅费，应计入会议费等；

    出差过程的交际应酬，应计入业务招待费；

    

思考：出差过程中，招待客户或者赠送客

户礼品的费用，应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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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籍个人是否需要执行差旅费补助免税政策

外籍个人出差补贴免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

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54号）

三、对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免征

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提供出差的交通费、住宿费凭证

（复印件）或企业安排出差的有关计划，由主管税务机关

确认免税。

外籍个人是否与居民你阿水人享受同样待遇？

各地区规定有所不同：

北京市的规定：

对外籍人员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

补贴，也可参照以上我国财政部门规定的

标准，在计征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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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差旅费补助与误餐费的关系

外籍个人出差补贴免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文题的规定>的

通知》（国税发[1994]89号）下列不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补

贴、津贴或者不属于纳税人本人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收入，不

征税：

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误餐补助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

（财税【1995】82号）

国税发[1994]089号文件规定不征税的误餐补助，是指按财政部

门规定，个人因公在城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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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午餐顿数，按规定的标准领

取的误餐费。一些单位以误餐补助名义发给中共的补贴、津贴，

应当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差旅费中的伙食补助是误餐补助

中的一种，而误餐补助不只包括

差旅费。



02 补助补贴系列
                     ——通讯费、交通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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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所得税

有关政策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

【1999】58号）

国家税务总局所

得税司巡视员卢

云访谈

个人因公务用车和通讯制度改革而取得的公务用车、通讯补贴收人，扣除一

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按月

发放的，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不按月发放的，分

解到所属月份并与该月份“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计征个人所得税。

单位给出差人员发的交通费和餐费补贴是否并入当月工资薪金计征个人所得

税？每月通讯费补贴是否并入当月工资薪金计征个人所得税？[2012-04-11 

09:56:51]

原则上，通讯费、交通

费补贴超过标准的价计

个人所得税征

[ 所得税司巡视员　卢云 ]  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单位以

现金方式给出差人员发放交通费、餐费补贴应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如果单位

是根据国家有关一定标准，凭出差人员实际发生的交通费、餐费发票作为公

司费用予以报销，可以不作为个人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关于通讯费补贴，如果所在省市地方税务局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规定

了通讯费免税标准的，可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所在省市未规定通讯费

免税标准，单位发放此项津贴，应予以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以上，无论通讯费、

交通费是根据发票实报

实销或者以现金形式发

放补贴，在税法上均应

计征个人所得税。但是

在此原则上，还有特殊

规定，一般是指定免个

人所得税的标准。



个人所得税实务大全系列 -补助补贴系列

一、报销限额免税，现金不免

案例：甲企业规定，为基层管理人员每月发放300元的通讯费补助。

为中层管理人员发放500元的通讯费补助。当地税务机关规定，单

位为员工报销通讯费在每月300元以下的，凭合法凭证，可免个人

所得税。因此，现金补贴发放的通讯费，不能免个人所得税。假

设其中的某位中层管理人员当月工资为10000元（扣除社保公积

金后）。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10000+500-3500）×20%-555=845元

   

例如：天津的规定

单位因工作需要为个人负担的办公通讯费用，

采取全额或限额实报实销的，暂按每人每月

不超过300元标准，凭合法凭证，不计入个

人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

单位为个人负担办公通讯费用以补贴及其他

形式发放的，应计入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收

入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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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销与现金补贴待遇一致，在标准内免税

案例：甲企业规定，管理人员的通讯费按照票据实报实销。当地

税务机关规定，现金补贴和凭票报销等的通讯费补贴收入，在300

元的额度内可免个人所得税。

假设其中的某位管理人员当月工资为10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

后），当月报销通讯费金额为800元。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10000+500-3500）×20%-555=845元

   

例如：浙江的规定

个人取得各种形式（包括现金补贴和凭票报

销等）的通讯费补贴收入，扣除一定标准的

公务费用后，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计征个人所得税。按月取得的，并入当月

“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不按

月取得的，分解到所属月份并与该月份“工

资、薪金所得”合并后计征个人所得税。

注：实报实销与现金发放的通讯费与交通费，

在标准内均可免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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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补贴限额免税

例如安徽的规定

关于个人取得交通补贴收入征税问题

职工个人按规定从单位取得的交通补贴，在并入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计征个

人所得税时，按每月100元的标准给予税前扣除；补贴收入不足100元的，按实际

取得的补贴收入给予税前扣除。



个人所得税实务大全系列 -补助补贴系列

四、比例限额免税

案例：甲企业某月为其中某位管理人员报销通讯费用1000元，其

中一个号码报销600元，另一个报销400元。当地税务机关规定，

每人每月不得超过当月实际发生通讯费用80%，且仅限一人一号。

假设该管理人员当月工资为10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10000+400+600×20%-3500）×20%-

555=849元

   

例如：大连的规定

大连（大地税函【2010】7号）

通讯公务费用每人每月不得超过当月实际发

生通讯费用的80%,且仅限一人一号。

例如：四川的规定：

当地政府未指定公务费扣除标准的，按交通

补贴全额的30%、通讯补贴全额的20%作为

个人收入扣缴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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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经报销的，通讯补贴不能免税

甲企业为总经理发放每月每人500元的通讯补贴，同时又为其报销

了500元的通讯费。当地税务机关规定，总经理级别的管理人员每

月500元以下可免个人所得税，已经实报实销的，发放的通讯补贴

不免个税。假设总经理当月工资为10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10000+500-3500）×20%-555=845元

   

例如：山东的规定

大连（大地税函【2010】7号）

企业事业单位自行执行制定标准发放给个人

的公务通讯补贴，其中：法人代表、总经理

每月不超过500元（含500元）、其他人员每

月不超过300元（含300元）的部分，可在个

人所得税前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并入当月工

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取得公务通

讯补贴，同时又在单位报销相同性质通讯费

用的，其取得的公务通讯补贴不得在个人所

得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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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差发生的交通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例如吉林的规定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有关政策规定，单位以现金方式给出差人员发放交通费、餐

费补贴应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如果单位是根据国家有关一定标准，凭出差人员实

际发生的交通费、餐费发票作为公司费用予以报销，可以不作为个人所得征收个

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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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地有规定，限额内可免，当地无规定不免

例如吉林的规定

关于通讯费补贴，如果所在省市地方税务局报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规定了通

讯费免税标准的，可以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所在省市未规定通讯费免税标准，

单位发放此项津贴，应予以征收个人所得税。

八、包干相关规定

例如广西的规定

其他单位发放的通讯补贴，以桂办发[1998]52号规定标准的最高额度（360元）

为限额，属于实报实销的，在限额内据实免税；属于包干使用的，不超过限额标

准的部分予以免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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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员工的限制

例如广东的规定

超过上述规定范围和标准为职工报销的办公通讯费用，或以办公通讯费名义发放给职工的现金补贴以及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报销的办公通讯费用，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处理。

例如青岛的规定：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业务问题解答》的通知》（青地税函（2006）140号），“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其他生产经营有关管理人员的通讯费用，实行实报实销的，不属于征税范围，但

企业应合理确定报销通讯费人员的范围，并将报销通讯费的企业管理人员名册，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例如河南的规定：河南（豫国税发[2003]185号）

允许税前扣除通讯费用的职工是指其工作业务与企业经营管理有直接关系的职工，其通讯费用是办公业务必

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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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备案的要求

例如浙江的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事先将本单位通讯费补贴的具体方案报主管地税机关备案，否则一律不得予以扣除。

例如山东的规定：

凡发放公务通讯补贴的单位，应将本单位发放标准及范围的文件或规定等材料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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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员工的限制

例如广东的规定

超过上述规定范围和标准为职工报销的办公通讯费用，或以办公通讯费名义发放给职工的现金补贴以及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职工报销的办公通讯费用，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处理。

例如青岛的规定：

《青岛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业务问题解答》的通知》（青地税函（2006）140号），“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其他生产经营有关管理人员的通讯费用，实行实报实销的，不属于征税范围，但

企业应合理确定报销通讯费人员的范围，并将报销通讯费的企业管理人员名册，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例如河南的规定：河南（豫国税发[2003]185号）

允许税前扣除通讯费用的职工是指其工作业务与企业经营管理有直接关系的职工，其通讯费用是办公业务必

须的；



03 补助补贴系列
                     ——福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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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去的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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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上，取得与任职或

者受雇有关的所得，均

应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

征个人所得税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第十四条  税法第四条第四项所说的福利费，是指根据

国家有关规定，从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

体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

费；所说的救济金，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支付给

个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费。

不是所有的福利费都能

免征个人所得税

免税的福利费仅指生活

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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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活补助费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55号）

近据一些地区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所说的从福

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由于缺乏明确的范围，在实际执行中

难以具体界定，各地掌握尺度不一，须统一明确规定，以利执行。经研究，现明确如

下:

一、上述所称生活补助费，是指由于某些特定事件或原因而给纳税人本人或其家庭的

正常生活造成一定困难，其任职单位按国家规定从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向其

支付的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

二、下列收入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应当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

所得税:

(一)从超出国家规定的比例或基数计提的福利费、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各种补贴、

补助；

(二)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

(三)单位为个人购买汽车、住房、电子计算机等不属于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性质的支出。

1.生活补助费是临时性生

活困难补助

2.超出标准的限制，现在

还提吗？

3.人人有份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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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巡视员卢云访谈

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巡视员访谈

现在的中国个人所得税是不是只要是发给员工的福利都要纳入当月的

薪酬计算个人所得税？[2012-04-11 10:18:45]

[ 所得税司巡视员　卢云 ]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原则，对于发给

个人的福利，不论是现金还是实物，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目前我

们对于集体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

   

1.访谈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执

行的文件依据；

2.访谈中提出的原则，准确吗？

3.集体（非人人有份）享受的、不

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

如何准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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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则上，只有福利费中的生活困难补助才可免个人所得税

国税发[1998]155号规定，生活补助费，是指由

于某些特定事件或原因而给纳税人或其家庭的正

常生活造成一定困难，其任职单位按国家规定从

提留的福利费或者工会经费中向其支付的临时性

生活困难补助

1.现行个人所得税文件中“生活补助费”没有明确的范围规

定；只能根据其定义进行判断。

2.根据定义，发放给职工的家庭生活困难补助，丧葬补助费，

医疗补助，工伤补偿，抚恤金等情况，从福利费或者工会经

费中支出的，应属于个人所得税中可免税的情况。

节日福利，生日福利，结婚贺金等，可能离生活困难的补助

的定义远一些。

3.建议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自行免税，应咨询当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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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征个人所得税

目前我们对于集体（非人忍有份）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

金方式的福利，原则上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案例：甲企业是生产企业，2017年劳动节向每位职工发放购

物卡500元，作为节日福利。中秋节向每位职工发放现金福利

300元，同时发放月饼与食品礼盒200元。甲企业拥有自己的

食堂，员工上班期间就餐均在食堂进行。

分析：节日发放的购物卡，与发放的实物福利，是可以分割的，

而且可以没人的份额可以计算清楚，虽然是非现金方式的福利，

但是在原则上应征收个人所得税。发放的现金福利，应计征个

人所得税。实务中很多企业认为只要是计入福利费的情况，即

不需计征个人所得税，

注意：这只是原则上，而且此处也不是

文件的正式规定。实务中，很多企业没

有就节日福利计征个人所得税，是有税

务风险的。但是类似于月饼税的情形，

可能会引起纳税人的极度反感和舆论的

极大压力，所以税总各地方税务机关对

此也是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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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利费人人有份的限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活补助费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8]155号）

二、下列收入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应当并入纳税

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二）从福利费

和工会经费中制度给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

案例：甲企业每月向每位职工的就餐中打入200元的餐

费，职工在食堂就餐，超出部分由职工自己负担，结余

部分可以结转以后继续使用。

2017年发放防暑降温费900元/人、采暖补贴300元/人。

同时，每月发放职工交通费补助100元，通讯费补助100

元。

分析：此项餐费补贴等人人有份，符合155号文件的不

予免税的福利费是情况，应计征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

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

第34号）

列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制度、固定与工资薪金一起发放的福利

性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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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规定，可作为企

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因此，每月固定发放的交通费、通讯费可以按照工资薪金项目

税前扣除。企业按照《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

知》（财企[2009]242号）的规定，“企业为职工提供的交通、

住房、通讯待遇，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的，按月按标准发放或

支付的住房补贴、交通补贴或者车改补贴、通讯补贴”，应当

纳入职工工资总额，不再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进行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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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金发放的福利

现金发放的福利，除了个人所得税中的生活困难补助范围外，其他的情

况，除有特殊规定外，一般应计征个人所得税。

案例：甲企业的员工发生工伤，企业现金发放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工

伤补助5万元，计入企业的福利费项目。职工生日，发放现金200元合

金。每月发放员工交通补助100元，当地税务机关规定，无论是现金发

放还是实报实销，没人每月150元的标准内，发放的交通补助，可免个

人所得税。

现金发放的福利费，也有

很多情况可以免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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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房补贴或者房租报销

原则上，无论是采取发放住房补贴或是报销住房费用，

非外籍员工计征个人所得税，除非当地税务机关有规

定。

特殊情况：

外籍员工有特殊规定，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

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

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54号）

对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合理的住房

补贴、伙食补贴和洗衣粉免征个人所得税，应由纳税人在初

次取得上述补贴或上述补贴数额、支付方式发生变化的月份

的次月进行工资薪金所得纳税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

上述补贴的有效凭证，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准确认免税。

注：发放现金的形式不可以享受免税；注意提供有效凭证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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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离退休人员的生活补助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退休人员取得单位发放离退休工资以外奖金补

贴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2008]723号）

离退休人员除按规定领取离退休工资或养老金外，另从原任职单位取

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四条规定可以免税的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离退休

人员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应在减除费用扣除

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注：这里仍然没有解释离退休人员的

生活补助费的范围，只是强调了不属

于该范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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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生活补助费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1]157号）

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

(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

费用)，其收入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3倍数额以内的部分，

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的部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

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9〕178号)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注：在解除劳动关系时取得的生活补助费，适用特殊

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

偿金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1999]178号）

对于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收入，可视为一次取

得数月的工资、薪金收入，允许在一定期限内进行平

均。具体平均办法为：以个人取得的一次性经济补偿

收入，除以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以其商数作

为个人的月工资、薪金收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个人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数按实际工作

年限数计算，超过12年的按12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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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为员工提供旅游服务个人所得税

案例：甲企业为提供企业凝聚力，缓解员工工作压力，在国

庆期间组织全体员工外地旅游5天，企业负担全部的旅游费

用。根据旅游公司报价，每个人旅游费用为2000元，包括

全部费用。假设其中一位员工小李月工资6000元（扣除社

保公积金后）。

小李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6000+2000-3500）×10%-

105=345元

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这属于人人有份的辅福利，同时又不

属于生活困难补助，在个人所得税政策层面上属于工

资薪金所得，因计征个人所得税。现在的情况是，实

务中很多纳税人并未扣缴个人所得税，这是有税务风

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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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员工购买特定商业保险税收优惠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保监会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财税[2015]126

号）

对试点地区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按照2400元/年的限额标准在个人所得税前予以

扣除，具体规定如下：

（一）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自行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的，应当及

时向代扣代缴单位提供保单凭证。扣缴单位自个人提交保单凭证的次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标准内

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次年或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述规定

执行。

（二）单位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或者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单位负担部分

应当实名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清单，视同个人购买，并自购买产品次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标准

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次年或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述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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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员工购买特定商业保险税收优惠

案例二单位负担保险

某企业于2016年3月份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符合文件规定的健

康保险产品，年保费为3600元，保期为2016年4月1日~2017

年3月31日。某员工4月份工资为10000元，不考虑其他社保

公积金等。

财税[2015]126号文件规定，单位统一为员工购买健康保险产

品，单位负担部分应当实名计入工资、薪金明细清单，视同个

人购买，并自购买产品次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标准内

按月扣除。一年内保险费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

扣除。次年或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述规定执行。

  该员工4月份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10000+300-3500-

200）×20%-555=765元

单位为员工购买和员工自行购买健康保险韩品的个

人所得税计算不同，前者需要将单位负担的部分实

名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清单，即增加个人所得

税应纳税所得额后，再减除准予扣除的金额。而后

者则直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单位负担的部分，实名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清

单。此处“工资、薪金明细清单”尽管未明确指的

是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表，还是单位在申报个人所得

税时的申报表，建议在申报个人所得税时，应在申

报表中将该部分体现为工资、薪金所得，再从以后

的检出相中扣除。如此放能满足文件中对于“实名

计入个人工资、薪金明细清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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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员工购买特定商业保险税收优惠

案例一自行购买保险

企业员工，于2016年3月自行购买符合文件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

年保费为3600元，保期为2016年4月1日~2017年3月31日，该员

工4月份工资为10000元，不考虑其他社保公积金等。

财税[2015]126号文件规定，个人自行购买健康保险产品的，应当

及时向单位提供保单凭证。单位自次月起，在不超过200元/月的标

准内按月扣除。一年内保费金额超过2400元的部分，不得税前扣除。

次年或以后年度续保时，按上述规定执行。企业在3月份收到员工

提供的保单凭证，根据文件规定，于4月份开始扣除。

扣除前，该员工4月份个人所得税为745元，

因扣除保险200元，该员工本月少缴纳个人所

得税40元，一年少缴纳480元个人所得税。

此处所述的“一年内”，应不是指2016年底，

而是指年保费到期日2017年3月底。因此，

超过部分应为3600-2400=1200元。员工在

2017年3月续保时，自2017年4月可按照上述

规定扣除200元/每月计算个人所得税。员工

在取得保单凭证后，应及时送交单位，避免

损失扣除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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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为员工购买特定商业保险税收优惠

案例三 单位和员工共同负担

某企业统一组织为员工购买符合文件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年保费为3600元，单位与个人各负担50%，

保期为2016年4月1日~2017年3月31日。某员工4月份工资为10000元，不考虑其他社保公积金等。

   单位负担部分：1800÷12=150（元/月）

   个人负担部分：1800÷12=150（元/月）

   应纳税所得额=（10000÷150-3500-150-50）=6450（元）（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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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符合年金定义的补充医疗保险可享受延缓缴纳个人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批复》（财税

[2005]94号）

关于单位为个人办理补充养老保险退保后个人所得税及企业所得税的处

理问题。单位为职工个人购买商业性补充养老保险等，在办理投保手续

时应作为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

所得税；因各种原因退保，个人未取得实际收入的，已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应予以退回。

原则上，企业为员工购买补充养老保

险应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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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符合年金定义的补充医疗保险可享受延缓缴纳个人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职业金个人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

本通知所称企业年金，是指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原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令第20号）的规定，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一个老保险的基

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一、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缴费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1.企业和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标

准，为在本单位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

（以下统称年金）单位缴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

人所得税。

2.个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缴付的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

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

中扣除。

年金实质为补充养老保险

年金外的补充养老保险不免

税

单位缴费部分，暂不计入

个人缴费部分，暂可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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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符合年金定义的补充医疗保险可享受延缓缴纳个人所得税政策

3.超过本通知第一条第1项和第2项规定的标准缴付的年金单位缴费和个

人缴费部分，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税款由建立年金的单位代扣代缴，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解缴。

4.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为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月平均

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月平均工资超过

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的部分，

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三、领取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1.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在本通知实施之后按月领取的年金，

全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在本

通知实施之后按年或按季领取的年金，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每月领取额

全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限制

退休时领取的年金，要计征

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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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工伤保险待遇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工伤职工取得的工伤保险待遇

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40号）

    一、对工伤职工及其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

务院令第586号）规定取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免征个人所得

税。

   二、本通知第一条所称的工伤保险待遇，包括工伤职工按

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规定取得的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工伤医疗待遇、住院伙食补助费、外地就

医交通食宿费用、工伤康复费用、辅助器具费用、生活护理

费等，以及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工伤保险条例》

（国务院令第586号）规定取得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

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等。

比如：一般是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

五级、六级伤残的，用人单位难以安排工作的，用

人单位按月发放伤残津贴

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

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

助金。

住院的伙食补助费，外地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从工

伤保险基金支付。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

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

亡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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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会发放给职工的福利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

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

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

个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

项目，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案例：甲企业2017年举办年会，员工以抽奖的形式获得不

同的礼品。假设其中一位员工抽得三等奖电饭煲一个，价值

500元。该员工当月工资为6000元（扣除社保公积金后）

该员工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500-3500）×10%-

105=195元

思考：50号文件规定了本单位以外的个

人赠送礼品，按照其他所得计征个人所

得税，本单位的人员的受赠礼品个人所

得税应如何处理？

思考：员工在年会抽奖获得的福利，应

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偶然所

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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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发放实物节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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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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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为实物的，应当按照取得的凭证上所注

明的价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无凭证的实物或者凭证上所注明

的价格明显偏低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所得为

有价证券的，根据票面价格和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所

得为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的，参照市场价格核定应纳税所得额。

原则上，个人取得的实物形式

的所得，需要计征个人所得税。

其应纳税所得额参照市场价格

确定。有特殊规定的，方可享

受免税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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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放实物节日福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  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免纳个人所得税：

四、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第十四条　税法第四条第四项所说的福利费，是指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从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提留的福利

费或者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生活补助费；所说的救济金，

是指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支付给个人的生活困难补助费。

注：不属于上述福利费的范畴

的，应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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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放实物节日福利

税总在线访谈：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原则，对于发给个人的福利，不论是

现金还是实物，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目前我们对于集体

（非人人有份）享受的、不可分割的、非现金方式的福利，原

则上不征收。

案例甲企业春节期间外购食品礼盒发给职工作为节日福利。每

份礼品盒购买价为500元，假设某员工当月工资6000元（扣除

社保公积金后）

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6000+500+500-3500）×10%-

105=245元

注：对实物的节日福利征收个

税，是政策的规定，但是也承

担了纳税人和舆论的巨大压力。

与税务机关的老师们沟通时，

用的最多的话语是，原则上。



02  年会发放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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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会发放礼品

很多企业举行年会时，向员工以抽奖的方式发放礼品。此时应

如何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其他所得，还是按照工资薪金所得？

非本单位的人员取得的年会礼品，应如何计征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从礼品有关个人

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政[2011]50号）

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

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项目，

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企业赠送的礼品是自产产品（服务）的，按该产品（服务）的

市场销售价格确定个人的应税所得；是外购商品（服务）的，

按该商品（服务）的实际购置价格确定个人的应税所得。

有观点认为，在年会中的抽奖

所得，不论是员工还是外部人

员，均应按照“偶然所得”计

征个人所得税，此观点对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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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会发放礼品

案例：甲企业2017年举办年会，总结上年业绩，展望

现年发展，提高员工凝聚力。年会以抽奖的方式向参会

人员发放礼品，分为5个档次。甲企业还邀请了合作企

业的人员参与，并同时参与抽奖活动。假设某员工抽得

一等奖手机一部，价值4000元；某与会外部人员抽奖

活动电饭煲一个，价值1000元。

该员工应纳个人所得税应纳所得额=（6000+5000-

3500）×20%-555=945元

思考，外部人员的扣缴个人所得税计算正确吗？

严格来讲，应该换算为含税价格计算。但是现在

各地税务机关执行中，普遍还是按照不含税价计

算个人所得税。

1000÷（1-20%）×20%=250元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第（一）项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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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企业员工的年会抽奖所得，应和并到当月

工资新金中，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



03  赠送客户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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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赠送客户礼品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1995]65号）

第五条　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应纳税所得（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时，不论纳税人

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均应代扣代缴其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前款所说支付，包括现金支付、汇拨支付、转帐支付和以有价证券、实物以及其他形式的支

付。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50号）

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对个人取得的礼

品所得，按照“其他所得”项目，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案例：甲企业为扩展市场，采取促销活动。购买小礼物一批，价值10万元，在各大商场举办

产品展览，向关注企业微信公众号的消费者赠送礼品一份。

应扣缴个人所得税=100000×20%=20000元

外部与内部员工均

须扣缴个人所得税

同上所述，此处有

不含税价的问题。



04  为员工购买汽车、房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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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员工购买汽车、房屋等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为个人购买房屋或其他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2008]83号）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的有关规定，符合以下情形的房屋或其他财产，不论所有权人是否将财产无偿或

有偿交付企业使用，其实质均为企业对个人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应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一）企业出资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的；

（二）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向企业借款用于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

投资者、投资者家庭成员或企业其他人员，且借款年度终了后未归还借款的。

二、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取得的上述所得，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利润分配，

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对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其他企业的个人投

资者或其家庭成员取得的上述所得，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

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其他人员取得的上述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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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员工购买汽车、房屋等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为股东个人汽车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5]364号）

 辽宁省地方税务局：

 你局《关于企业利用资金为股东个人购买汽车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请示》（辽地税发〔2005〕19号）收

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有关规定，企业购买车辆并将车辆所有权办到股东个人名

下，其实质为企业对股东进行了红利性质的实物分配，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

税。考虑到该股东个人名下的车辆同时也为企业经营使用的实际情况，允许合理减除部分所得，减除的具体

数额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车辆的实际使用情况合理确定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及有关规定，上述企业为个人股东购买的车辆，不属

于企业的资产，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折旧。 ——注：本条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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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员工购买汽车、房屋等

案例：甲企业2016年账面上“其他应收款——股东甲”的借方余

额为1000万元，该笔借款发生在2014年。2017年当地税务机关

对甲企业稽查时指出，该笔借给股东的款项，应按照“利息、股

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甲企业为证明其借款用于

生产经营，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但最终未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可，

最终补缴个人所得税。

据了解，甲企业的股东该笔借款的

实际用途是购置了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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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员工购买汽车、房屋等

案例：甲企业为留住核心员工，为5名技术骨干人员每人购买汽车一辆，企

业承担全部购车款项，车辆户名直接为这5为员工的名字。一辆汽车的购置

款包括各种费用为20万元。

假设其中一位员工当月的工资为20000元（扣除社保基金后）。

该员工当月个人所得税额=（20000+200000-3500）×45%-

13505=83920元

当月工资不够缴纳个人所得税，可由员工将个人所得税款交由企业缴纳。

如果企业为其承担购车税款，则应纳个人所得税额=（200000乘45%-

13505）÷（1-45%）=139081.82元

验算，（200000+139081.82）×45%-13505=139081.82元

当月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额=（20000-3500）×25%-1005=3120元

合计税额=1309081.82+3120=142201.82元

按照不含税计算的税负非

常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5  发放劳动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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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放劳动用品

《河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业务问题的通知》（冀地税发

[2009]46号）规定，各单位按照当地政府（县以上）规定的劳动保护标准

发放给个人的劳动保护用品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超过规定部分并入当月工

资薪金所得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当地政府未规定标准的，发放实物的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发放现金的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案例：甲企业为生产企业，新员工入职时需要缴纳300元的押金，包括各种

工作用品劳动用品，以及突发谁建押金等，公司规定，如果员工离职时交还

劳保用品，则可退还相应押金。2017年某员工离职时，使用的劳动用品已

经损坏，扣除相应押金后办理离职手续。

对劳动用品征收个人所得

税的规定比较少。从税法

原理上，员工取得所得的

应计征个人所得税。

思考：该员工是否应计征

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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