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利用税收优惠筹划个人所得税的探讨 

文/刘慧翮 

   个人所得税于1779年在英国首创，我国自1980年开征个人所得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
展，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个人所得税收入也逐年增长，1980?年全国
个人所得税仅征收16万元，2005年已超过2000亿元，成为我国继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之后
的第四大税种，2006年，在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1600元，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减少2000
余万人的情况下，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依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增幅超过了17%，总收入达
到2452亿元，创下了历史水平新高。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如何保证在依法纳税的同时确
保员工税后收入最大化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因此，合理利用国家税收减免税规定和税收优惠政
策，做好个人所得税的筹划工作，切实减轻中高收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以保障这类收入人群消费
能力的不断提高，扩大需求，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需要。 
   一、个人所得税减免税条款以及税收优惠政策 
   自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为适应经济形势的发展和需要，体现对纳税人的支持、鼓励和
照顾，国家对纳税人因特定行为取得的所得和特定纳税人取得的所得给予了一系列税收优惠，具体
包含免税、减税、税项扣除和税收抵免等四个方面，其中与广大工薪阶层纳税人密切相关的条款大
致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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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个人按照国家或地方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并向指定的金融机构为个人缴付的住房公
积金、基本医疗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个人领取原来提存的上述款项及其利息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取得的教育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以及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的其他专项储蓄
存款或储蓄性专项基金存款的利息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利用税收优惠筹划个人所得税的方法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在税法所允许的范围
内，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组织、交易等各项活动进行事先安排的过程。利用税收优惠筹划
个人所得税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分拆所得，降低应纳税所得额，进行税收筹划。在我国现行税制中，由于税率分级和优惠
分等都存在临界点，因此，每当临界点被突破，随所适用的税率相应提高或税收优惠的相应减少，
都会使应缴纳的税款增加。因此，分拆应税所得，使其尽量靠近税前扣除额或税率分级临界点可以
起到节税的目的。这类收入主要包括一次性获得的全年奖金或劳务报酬所得等。为了说明问题,先
看以下测算结果: 如果全年一次性奖金为6,000元，除12，等于500元。适用税率为5%，速算扣除数
为0。应纳税额300元;如果全年一次性奖金为6,001元，除12，等于500.08元。适用税率为10%，速
算扣除数为25元。应纳税额575.10元。也就是说：税前奖金仅增加1元，但应纳税额却增加了
275.10元。如果全年一次性奖金为1,200,000元，除12，等于100,000元。适用税率为40%，速算扣
除数为10,375元。应纳税额469,625元;如果全年一次性奖金为1,200,001元，除12，等于
100,000.08元。适用税率为45%，速算扣除数为15,375元。应纳税额524,625.45元。也就是说：税
前奖金仅增加1元，但应纳税额却增加了55,000.45元。在国家税务总局没有修改相关计税办法以
前,纳税人只有通过调整处于奖金负效应区的员工奖金数额, 在确保员工税后收入最大化的情况下,
使奖金数额远离负效益区,来降低应纳税所得额，合理进行税收筹划。 
   2、转化所得类型，进行税收筹划。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是5%-45%的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
酬所得适用的是 20%的比例税率，利用税率的差异进行纳税筹划，合理选择用工关系，通过劳务报
酬与工资、薪金的转化，也可以起到节税的效果。 
   3、增加税收减免额，减少应纳税额。对于个人所得税来说，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费、基本
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费都是可以在收入中按规定标准抵免的。特别是合理增加每个月的住房公积
金，可以起到降低适用税率、节约税收支出的作用。住房公积金是由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或上一年
度12月份的基本工资乘以规定的提取比例得到的。由于根据上年度数据计算得到的公积金在本年度
中按月扣减，不受本年度的工资增长的影响，但工资增长部分少计的公积金允许在本年度末做一次
性的补缴，那么如果年末收入较多时，可以通过此项公积金补缴，增加年末该月的个人所得税税前
可抵扣金额，实现降低税款。由于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可从工资总额中作税前扣除，免纳个人所得
税，在不增加单位负担的情况下，提高公积金计提比例，减少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从而提高职工
的实际收入水平。 
   4、利用捐赠，进行税收筹划。为了鼓励高收入者对公益、教育事业做贡献，我国个人所得税

 



法规定，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
重的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只要捐赠额未超过其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的30%的部分，就
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就是说，在个人捐赠时，只要其捐赠方式、捐赠款投向、捐赠额
度符合法律的规定，就可以使这部分捐赠款免缴个人所得税(作者单位：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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