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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缴的税
符合规定了吗？

在职场中，我们会与许多收
入、福利、补贴打交道。那么这
些钱哪些需要缴税，哪些不需要
缴税呢？

收入要缴个税的包括：工
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
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
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
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
得；偶然所得以及经国务院财政
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收入不用缴个税的包括：省
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
人民解放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

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
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
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国债和国家
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按照国家统
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福利
费、抚恤金、救济金；保险赔款；
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按照国家
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
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
资、离休生活补助费；按照我国有
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
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
和其他人员的所得；中国政府参加
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
税的所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批准
免税的所得。 （董娜 整理）

你知道哪些缴税哪些不缴税吗？目前，我国规定个税免征额为
3500 元。我们平常所说的工资指
的是税前工资，要先扣除五险一
金，剩余的钱超过 3500 元就要对
照税率表进行扣税。我国采用七级
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将工
资水平分为七档，工资越高税率也
就 越 高 ， 比 如 1 级 的 税 率 只 有
3%，7级的税率高达45%。

具体该如何计算税款呢？市地
税局相关负责人解释，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相关规定，个人取得的全年
一次性奖金，可以单独作为一个月
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要将雇员
当 月 内 取 得 的 年 终 奖 除 以 12 个
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
扣除数，再按公式计算扣税。

该负责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
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

（或等于） 3500 元，则年终奖扣税
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
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假设 2017 年 12 月 25 日，员工
A 取得任职公司发放的年终奖 6 万
元，当月工资 4500 元 （扣除“三
险一金”后），问 A 当月应缴多少
个人所得税？工资缴税方面，根据
税率表和计算公式，得出A当月工
资 应 缴 个 人 所 得 税 为 (4500-
3500)×3%-0=30元。

年终奖缴税方面，因A当月工
资所得高于 3500 元，那么首先将
A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
以 12 个 月 ， 即 60000 ÷ 12=5000
元。对照税率表可以确定，其商数
适 用 税 率 和 速 算 扣 除 数 分 别 为

20%、555 元。由此可以算出应纳
税 额 为 60000 × 20%- 555=11445
元。

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
于 3500 元，则年终奖扣税适用公
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全
年一次性奖金-雇员当月工资薪金
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适用
税率-速算扣除数。

假设员工 B 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取得任职公司发放的年终奖 6万
元，当月工资 3000 元 （扣除“三
险一金”后），那么 B 当月应缴多
少个人所得税？工资缴税方面，B
当月工资收入 3000 元，低于税法
规定扣除标准 （3500 元），因此不
用缴纳个人所得税。

年终奖缴税方面，因 B 当月
工资薪金所得低于 3500 元，应将
全年一次性奖金数额减去“雇员
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
的差额 （3500-3000=500元） ”后
的余额，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
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即

（60000-500） ÷12=4958.33，可得
出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分别为
20% 、 555 元 。 那 么 应 纳 税 额 为

（60000-500）×20%-555=11345元
一些新入职的员工要问了：入

职 不 满 12 个 月 ， 年 终 奖 该 怎 么
算？该负责人表示，根据规定，雇
员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不论雇员
是否任职满一年，在计算个人所得
税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假如一年当
中有工作变动，需要从两家单位取
得年终奖，那么另外一家单位的年
终奖要并入当月工资计算个税。

手把手教你年终奖如何缴税

时值岁末年初，年终奖成为工薪族讨论最多

的话题之一。然而，工资条上显示的数字让不少人

“扎心”了：为什么原本听着激动人心的年终奖金

额，实际到手却“缩水”严重？看来，年终奖个税怎

么扣，背后有哪些“套路”，很多人还不了解——

说好的年终奖
为何到手“缩水”了？
一文教你算清年终奖个税这笔账
本报记者 董 娜

丁安丁安 绘绘

我国的个税免征额自 2011年 9
月以来一直定格在 3500 元。近年
来，个人所得税改革成为社会各界
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是每年
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关
于提高个税免征额的提案和呼声不
断。

记者查阅相关数据发现，2016
年全国个税收入增幅高达 17.1%。
而从前几天发布的 2017 年我市预
算执行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收入
81.03亿元，完成预算的119.9%。

“2011 年，3500 元可以算是中
高收入了，但到了 2018 年，这个
起征点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真实收入
支出水平的抵扣需要。”我市一家
会计事务所相关负责人分析说，六
年 多 来 ， 虽 然 物
价、工资水平不断
上涨，但伴随着通
胀、货币增长等因
素，人们的消费支
出也在高速增长，
3500 元 作 为 免 征
额确实偏低了。

记者采访一些业内人士时，不
少人提议，由于各地区工资待遇差
距大，个税免征额不宜“一刀切”，
而是应该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制
定，才更有利于调节收入差距。

有税务专家认为，现在的个税
制度是面向所有人的，只要税前工
资一样，扣除的个税就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要实
现收入分配改革、提升中低收入者
的获得感，建立分类征收和完善税
前扣除机制是个税改革的重中之
重。“例如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利
息、子女教育等支出如果被纳入税
前扣除部分的话，对于‘房奴’及
育儿压力较大的工薪族来说，能减
轻不少负担。”

个税免征额会不会调整

前两天，某单位的内部微信群
被员工方先生发的两张工资单炸开
了锅：工资单显示，方先生的年终
奖金收入比同事朱小姐高 5000 多
元，个税却多交了 6000 多元，导
致最后实际到手的数额反而比朱小
姐少了近 700元。当下方先生的心
情只能用一个大写加粗的“心塞”
来形容，他满腹疑问：为什么明明
自己奖金收入高，到手却比别人少
这么多?

“方先生很可能是踩到了缴税
的‘临界点’。”市地税局相关负责
人指出，根据我国年终奖个人所得
税计算方法，当年终奖超过某个临
界点哪怕 1元时，对应的纳税税率
将提高一档。因此，一旦遭遇了计
税的临界点，可能会出现“多发少
得”的情况。

“由于个人所得税税率有七
档，这些临界点也有多个，计算个
税时需要特别注意税率表的级距。
按 税 率 表 1 档 计 算 ， 1500× 12=
18000，即1.8万元是一个重要的临
界点，通过计算，18001 要比 17999
多交 1000多元的税。”某会计师事
务所负责人告诉记者，以此类推还
有 5.4 万元、10.8 万元、42 万元、66
万元和96万元这几个临界点。

该事务所负责人建议，如果你
的年终奖遭遇临界点问题，最好能
与单位协商，就低选择档位缴税，
余下的部分之后再补。或者通过捐
赠的方式，可减免一部分税额。

“另外，企业也可以用分批发年终
奖的方式来为员工合理筹划缴税金
额。国家对年终奖有优惠计税的特
殊方式，每人每年有一次机会将一

笔 一 次 性 收 入 分 摊 到 12 个 月 计
税。”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对
于大多数职工来说，把年终奖分摊
到月工资再计税有可能会增加税
额。但是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则比
较适用，便于适当调整和筹划月工
资总额与年终奖的分配比例。

需要注意的是，雇员取得除全
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
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
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
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
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另外，有人专门咨询经济补偿
金要不要缴税，怎么缴？根据规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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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的部分按照有关规定，计算征收
个人所得税。超过怎么计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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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超过，也不
是按照单月工资收入那样累加后一
次性计算的，而是按照工作年限平
均计税。

有时多发1元可能多扣数千元

市地税局工作人
员指导企业人员进行
个税申报。
（董娜 高珂波 摄） 张悦张悦 制图制图

公民有义务依法纳税，但也希
望缴纳得明明白白。过去很多人不
知自己怎么缴的税，全凭单位的财
会人员按税收的相关政策操作，也
很少有人去“追究”。只是，纳税人
一会儿觉得扣多了，一会儿觉得怎
么扣少了，心中始终有疑团。今天
本报通过解读相关税收政策，教你
如何算清年终奖个税这笔账，让你
做一个明明白白的纳税人。

在我看来，让公民对自己的纳
税责任明明白白，至少有两大好处：
一方面可以增强公民的纳税意识，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树立纳税光荣的
理念。因为，就同一个单位来说，纳
税多，意味着贡献大。

去年，市地税局推出“宁波自然
人移动办税”手机APP，为公民进行
涉税信息查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是一个好举措。 （李国民）

做一个明明白白的纳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