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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是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

补充养老保险，主要由个人缴费、企业

缴费和年金投资收益三部分组成。我国

2004年正式开始建立企业年金制度，出

台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

保障部令第20号），规定依法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具有相应的

经济负担能力、已建立集体协商机制的

企业，可以建立企业年金。本文结合最

新的个人所得税扣除标准和税率调整，

对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处理及其纳税筹

划进行探讨。

一、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

处理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方

面的规定主要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694号）、《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

题补充规定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9号）。

（一）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基本

要求

1.企业年金的个人缴费部分，在个

人当月工资、薪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

得税前扣除，不同于企业缴纳的“三险

一金”。

[例1]假设某企业2011年10月支付某

职工月报酬6	000元，代扣“三险一金”共计

1	200元，且均在可以扣除的标准范围内，

代扣企业年金个人缴费1	000元，则该职

工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为6	000 —

1	200=4	800（元），按从2011年9月份开始

执行的新的费用扣除标准3	500元，个人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4	800 — 3	500=

1	300（元），应纳个人所得税为1	300×3%=39

（元）（注：例1未考虑企业年金的企业缴费

计入个人账户的纳税处理）。

2.企业年金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

户的部分（以下简称企业缴费）是个人因

任职或受雇而取得的所得，属于个人所

得税应税收入，在计入个人账户时应视

为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

资、薪金合并）；对企业按季度、半年或

年度缴纳企业缴费的，在计税时不得还

原至所属月份，均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

金。企业缴费个人所得税处理情况比较

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企业缴费计入职工个人账户

时，当月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与计入个

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之和未超过个人

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不征收个人所

得税。

[例2]假设某企业职工当月个人工

资、薪金所得3	000元（已扣除法定的社

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本文以下举例

均做此假设），低于新的法定费用扣除标

准，年金账户中当月企业缴费500元，由

于当月个人工资、薪金所得与计入个人年

金账户的企业缴费之和未超过个人所得

税费用扣除标准，所以不需要缴纳个人

所得税。

二是个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

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但加上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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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物数量，及时、准确地开具发票并申

报纳税，从而规避原来的涉税风险。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订立的书面

合同上，在确保企业不被占用大量资金

的前提下，将收款日期适当地向后延长，

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合同约定的收款

日期之前，即使提前收款、开票并履行纳

税义务，也是不违背有关税法规定的；

如果在订立的书面合同上，收款日期订

立的时间过短，一旦供应商不能在约定

的收款日期之前收到“开票通知单”，无

法收款和开具发票，而纳税义务发生的

时间又已经到达，就会留下涉税隐患，达

不到消除涉税风险的目的。■

（作者单位：南阳市国家税务局稽

查局	郑州民生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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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年金账户的企业缴费后超过个人所

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其超过部分在计

入个人账户时，应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

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

扣除任何费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

项目计算当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并由

企业在缴费时代扣代缴。

[例3]接例2。假设年金账户中每

月企业缴费2	000元，由于当月个人工

资、薪金所得与计入个人年金账户的企

业缴费之和超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

准 ,因此应缴纳（3	000+2	000-3	500）×

3%=45(元 )的个人所得税。	

三是企业为月工资收入不低于费

用扣除标准的职工缴存企业年金时，

对于工资收入按正常的工资、薪金计税

办法纳税，而企业年金在计入个人账户

时，视为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

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扣除任何费

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

期应纳个人所得税款，由企业在缴费

时代扣代缴。

[例4]假如企业某职工当月工资、薪

金为4	000元，年金账户中每月企业缴费

为2	000元。则工资、薪金部分缴纳个人

所得税为（4	000-3	500）×3%=15（元），

企业年金部分缴纳个人所得税为2	000

×10%-105=95（元），共计缴纳个人所

得税110元。

（二）关于以前年度企业缴费部分未

扣缴税款的计算补税问题

企业缴费部分以前年度未扣缴税款

的，按以下程序计算税款：	

1.计算每一职工应补缴税款。首先

应按照每一职工月平均工资额减去费用

扣除标准后的差额确定职工个人适用税

率，然后按照下列规定计算个人实际应

补缴税款。	

（1）职工月平均工资额的计算公式：

职工月平均工资额=当年企业为每一职

工据以计算缴纳年金费用的工资合计数

÷企业实际缴纳年金费用的月份数。其

中的工资合计数不包括未计提企业年金

的奖金、津补贴等。

（2）职工个人应补缴税款的计算公

式：纳税年度内每一职工应补缴税款=

当年企业未扣缴税款的企业缴费合计

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计算结果

如小于 0，适用税率调整为5%，据此计

算应补缴税款（注：此处是对以前税款

的补征，故按调整前的税率，下例同此

处）。

[例5]假设2010年某职工据以计算

缴纳年金费用的工资合计数为240	 000

元，当年缴纳年金12个月，未扣缴税款

的企业年金缴费为6	000元。则该职工

月平均工资额为20	000元，适用20%的

税率。纳税年度内应补缴税款=6	000×

20%-375=825（元）。

2.企业应补扣缴个人所得税。各纳

税年度企业应补扣缴税额=∑纳税年度

内每一职工应补缴税款。

二、企业年金的纳税筹划

由于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起步晚，

为鼓励更多的企业建立年金制度，为职

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补充养老

保险，现行个人所得税政策既坚持了考

虑调节收入分配，又体现了对企业年金

发展给予适当鼓励和扶持的原则：对个

人缴费和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

依法予以征税，同时将企业为月工资收

入不低于费用扣除标准的职工的缴费，

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计算征收个

人所得税，以降低企业缴费的适用税

率和应纳税额。如例4,如果企业年金和

工资、薪金合并纳税个人所得税，应纳

个人所得税为（4	000+2	 000-3	 500）×

10%-105=145（元），分别计税减少纳税

35元，这也为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的纳

税筹划提供了空间。	

在月支付工资、薪金和企业年金

已确定的情况下，计算个人所得税的

通用公式为：月纳个人所得税=[max

｛( 月工薪— 3	 50 0 ) , 0｝×对应税率—

速算扣除数 ]+[〔月年金 +min｛( 月工

薪— 3	500),0｝〕×对应税率 -速算扣除

数 ]，其中：月工薪+月年金=月付报酬。

例如：企业年付12万元，即月付1

万元，假设月工资、薪金4	000元，月企

业年金6	000元。代入公式验证：月纳

个人所得税=[max｛(4	 000-3	 500),0｝×

3%-0]+[〔6	000+min｛(4	000-3	500),0｝〕

×20%-555]=660（元）。

下面以企业年付12万元即月付1万

元为例，讨论最优纳税区间。假设月付工

资薪金为X，新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

标准为3	500元。计算确定最优纳税区

间步骤如下：

1.确定中点。

中点值=(月付报酬+3	500)/2-3	500

本例中点值为(10	 000+3	 500)/2 —

3	500=3	250（元）

2.确定所得额区间。中点值所对应

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区间即为查找的区间。

本例全月应纳税所得额为3	250元，对

照新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

税率表直接查找是1	500元至4	500元。

3.确定最优纳税区间。在上述所得

额区间内，（月工薪 -3	 500）和月年金数

额均落入此区间，整体税负最低，为最

优纳税区间。

本例为：1	500≤X-3	 500≤4	500

与1	500≤10	 000-X≤4	500相交的区

间为最优，即5	500≤X≤8	000企业税

负最低。

同理，可以得出：企业年付24万元，

最优的月付工薪为11	 000元至 25	 000

元；企业年付60万元，最优的月付工

薪为15	 000元至38	 500元；企业年付

120万元，最优的月付工薪为45	 000元

至58	500元。

以上举例月付工薪均已扣除法定的

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如考虑“三险

一金”，只需在工资、薪金部分加上实际

代扣由个人负担的“三险一金”即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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