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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7 月 19 日，温 家 宝 总 理 签

署第 60 0 号国务院令，公 布了《 国务院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新《实

施条 例》），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

与 20 08 年 3 月 1日实施的《 国务院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原《实施条

例》）相较，新《实施条例》主要有以下

几大看点 ：

看点一：调高承包经营必要费

用扣除标准

原《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税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说的每一纳税年

度的收入总额，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承

包经营、承租经营合同规定分得的经营

利润和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所说的

减除必要费用，是指按月减除 2 000 元。

新《实施条例》第十八条修改为 ：“税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说的每一纳税年

度的收入总额，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承

包经营、承租经营合同规定分得的经营

利润和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所说的

减除必要费用，是指按月减除 3 500 元。”

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从 2011

年 9月1日起施行。考虑到《个人所得税

法》已经明确规定工资、薪金所得减除

费用标准，新《实施条例》作为《个人所

得税法》的配套行政法规，也应作相应

修改。所以新《实施条例》将工资、薪金

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由 2 000 元 /月提高

到 3 500 元 /月。考虑到对企事业单位承

包经营、承租经营的承包人、承租人，与

工资、薪金所得者一样，承担着本人及

其赡养人口的生计、教育、医疗、住房等

消费性支出，为平衡承包人、承租人与工

资、薪金所得者的税收负担，新修订的

《实施条例》将个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

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也由 2 000 元 /月提

高到 3 500 元 /月。而且，为保持在实施

时间上的一致性，新《实施条例》与新《个

人所得税法》同时于 2011 年 9月1日起

施行。这一点，对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

企业纳税人来说，也是要特别关注的。

[ 例 1]2011 年 1月1日，李某与某学

校签订承包合同经营校办商店，根据合

同协议承包期为两年，李某 2011 年年终

按承包合同分得经营利润 90 000 元。

解析 ：个人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

得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①应纳税所

得额 = 纳税年度收入总额 - 必要费用，②

应纳税额 = 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

速算扣除数。李某 2011 年全年应纳个人

所得税额的计算如下 ：纳税年度收 入

总额 90 000 元 ；根据新《实施条例》规

定，1~8月份减除费用标准仍为 2 000 元

/月，后面 4 个月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了

3 500 元 /月，应纳税所得额 =90 000 －

2 000×8-3 500×4=60 000( 元 )。但 在

计算上述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应纳

个人所得税额时，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还

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实际工作中，

纳税人可能会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分次取

得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如果属于

这种情况，应在每次分得承包经营、承

租经营所得后，先预缴税款，年终汇算

清缴，多退少补。二是实行承包、承租经

营的纳税人，应以每一纳税年度取得的

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计算纳税，在一个

纳税年度内，如果纳税人的承包、承租

经营期不足12 个月的，可以其实际承包、

承租经营的月份数为一个纳税年度计算

纳税。

同时还应注意，由于前 8 个月和后 4

个月费用减除标准及适用税率发生变化，

此问题可参照 2011 年 7月29 日《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贯彻执行修改后的个人所得

税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1]46 号）处理。

看点二：调减涉外人员附加减

除费用标准

原《实施条例》规定，税法第六条第

三款所说的附加减除费用标准为 2 800

元。新《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对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取得工

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和在中国境

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

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可以根据其平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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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生活水平以及汇率变化情况确

定附加减除费用，附加减除费用适用的

范围和标准由国务院规定。新《 实施条

例》调整了涉外人员工资、薪金所得的附

加减除费用标准，规定税法第六条第三

款所说的附加减除费用标准为1 300 元。

由于涉外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减

除费用标准由 2 000 元 /月提高到 3 500

元 /月，附加减除费用标准由 2 800 元 /

月调整为 1 300 元 /月，这样涉外人员总

的减除费用标准保持现行 4 800 元 /月

不变。

值得注意的是，新《 实施条例》第

二十五条规定，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

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

扣除。按照 7月1日起执行的《社会保险

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

内就业的，参照本法规定参加社会保险。

因此，今后，外籍人员所在单位已为其

缴纳基本社会保险的，其个税就可以在

减除 4 800 元后再减除相应的基本社会

保险费用后计算缴纳。同时，新《实施条

例》第三十条规定 ：华侨和香港、澳门、

台湾同胞，参照附加减除费用的规定执

行。现行政策还规定，对远洋运输船员，

也准予扣除税法规定的附加减除费用标

准。也就是说，新《实施条例》实施后涉

外人员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公式

为 ：应纳税所得额 =月工资薪金收入－

3 500-1 300- 实际已缴纳相应的基本社

会保险费用。

看点三：再次明确将“其他形式

的经济利益”纳入个人所得范围

原《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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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施条例》再次明确了纳税

人取得的实物所得和有价证券应该缴个

税。单位发放的实物，例如大到住房、电

脑、汽车，小到月饼、饮料等，实际上，

这些实物也属于工资、薪金所得，也是

需要按其价格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缴

纳个税的。另外，个人参加单位组织的

免费旅游及个人认购股票等有价证券时，

从其雇主处取得的折扣或补贴以及其他

形式的经济利益等，也应按工资、薪金所

得计算缴个税。

实际上，把“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

纳入个人所得形式，我国在现行政策中

就已经有了体现，如 2007 年 2 月8 日，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单位低价

向职工售房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07]l3 号）规定 ：除根据住房制

度改革政策的有关规定，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 ( 以下简称单位 ) 在

住房制度改革期间的低价售房，单位按

低于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出售住房给职

工，职工因此而少支出的差价部分，属于

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应按照“工资、薪

金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并对职

工取得的上述应税所得，比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

知》( 国税发 [2005]9 号 ) 规定的全年一

次性奖金的征税办法，计算征收个人所

得税，即先将全部所得数额除以 12，按

其商数并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

表确定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再根

据全部所得数额、适用的税率和速算扣

除数，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征税。

[ 例 2]2011 年 9月，李某所在单位 A

公司将一套 100 平方米的住房按每平方

米 3 500 元、总价 350 000 元的价格出

售给他。而该住房是 A 公司以每平方米

4 400 元、总价 440 000 元的价格购置

的，李某当月工资 4 500 元。则李某如何

计征当月个人所得税呢？

解析 ：①计算出购买单位低价房个人

所得税应税所得，即李某实际支付的购房

价款低于该房屋的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的

差额=440 000-350 000=90 000（元）。②

将全部所得数额除以 12，得出商数 =

90 0 0 0÷12=7 50 0 ；按 商 数 并 根 据

新修订个税税率表确定适用的税率为

20%，速 算 扣 除 数 为 555。③ 根 据 全

部所 得 数额、适 用的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征税。应纳税额

=90 0 0 0×20% － 555=17 4 45（ 元 ）。

④ 计 算 李 某 当月工资 的应 纳 税 额 =

（4 500 － 3 500）×3%=30 （元）。⑤合

计李某当月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17 445

＋30=17 475（元）。假设李某是在 2011

年 8 月份购买，则李某购买单位低价房

适用税率仍为 20%，但其速算扣除数为

375，应纳个人所得税 =90 000×20% －

375=17 625（元）；李某当月工资的应纳

税额 =（4 500 － 2 000）×15%-125=250

（元）；合计李某2011年 8月份应纳个人所

得税额=17 625 ＋250=17 875（元）。即李

某在8月份之前比选择在 9月份之后购买

该房屋多缴税180（17 625-17 445）元。

（作者单位 ：江西省赣县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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