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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薪金税前扣除七大要点

及涉税风险分析

王总胜		刘志耕■

工资薪金的税前扣除是历年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重点

和难点，也是企业的主要涉税风险点之一。针对以往一些企业对

工资薪金理解及税前扣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近年来国家税

务总局新出台的两大公告中对工资薪金税前扣除的规定，笔者对

工资薪金税前扣除的要点及涉税风险分七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税法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发放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目前使用

的是工资薪金这一概念，与财务会计使用的工资总额和职工薪

酬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在具体范围和口径上也有较大区别。但

是，由于国家税务总局目前对工资薪金的税前扣除还未有十分

明确、有效及可操作性的规定，因此，企业在工资薪金税前扣除

问题上除了依据目前税法的有关规定外，还必须依据当地主管

税务机关对工资薪金税前扣除所掌握及控制的范围、口径和尺

度执行。

二、从严、从紧理解并执行判断工资薪金的合理

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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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资薪金支出提出了合理性的要

求，同时给出了五条确认合理性的原则，凡不符合相关合理性要

求和判断原则的工资薪金，都应从工资薪金总额中调减，不得作

为工资薪金支出列入税前扣除，同时也不得作为计算职工福利

费、职工教育经费和工会经费税前扣除限额的基数。

但是，五条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因人为理解、掌握不

同而造成实际执行上的偏差，因此，从防范涉税风险的角度来

看，企业不仅应从严、从紧理解并使用好这五条判断工资薪金

合理性的原则，而且为防止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违反税法

对工资薪金规定的合理性原则，笔者认为，企业还应做好以下

三方面的对照、测算和分析工作：一是对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A类）》附表一“收入明细表”，或“金融企业收入明细

表”，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收入明细表”的

各收入行次，测算、分析企业收入规模与工资负担水平是否相

匹配；二是对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附表二“成

本费用明细表”，或“金融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或“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支出明细表”中销售营业成本和期

间费用相关行次，测算、分析企业工资薪金支出所占成本费用的

比重是否正常、合理；三是依据《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

类）》附表五“税收优惠明细表”第45行“企业从业人数（全年平

均人数）”，对照国税函[2009]3号的相关规定，测算、分析企业

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支出标准是否畸高。

必须注意的是，对工资薪金税前扣除合理性的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还要依据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年终汇算清缴时提出的具体

要求，同时还要结合以往年终汇算清缴时主管税务机关实际掌

握并认可的范围、口径和原则进行分析、判断并最终确定。

三、汇算清缴结束前应将上一年度计提的工资薪

金实际发放完毕

由于我国税法对列入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特别强调“企业

每一纳税年度支付”和“实际发放”的要求，所以，企业在税前

可以列支的工资薪金必须是企业实际已经发放给职工的，对企

业已经计提但实际尚未发放的工资薪金，则不可以税前扣除，在

计缴企业所得税时应进行纳税调整。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对工资薪金并不是

当月计提、当月发放，特别是每年年末都有对当年度（会计年度）

计提的工资和奖金在次年度春节前发放的惯例。如果一味强调

必须在会计年度实际发放，即在当年12月底前发放完毕，企业

有较大难度，更何况绝大多数企业每月计提的工资薪金本身就

是先在计提的月份列入成本、费用，但不是在计提的当月发放，

而是至次月初发放，这说明税务机关实际上已认可了企业对工资

薪金滞后发放的事实。因此，笔者认为，只要企业确实每年保持

了这种春节前发放上一年度工资薪金的传统惯例，即会计处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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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了一贯性原则，也只要企业在次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前

将上一年度计提的工资薪金实际发放完毕，汇算清缴时就应该

允许企业将发放的工资薪金全部列入上一年度的税前扣除。在

实际工作中很多地区的税务机关也已认可并执行了此操作方法。

四、依据工资薪金一定比例内计算扣除的“三费”

必须是实际发放

由于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总额是计算企业职工福利

费、职工教育经费和工会经费税前扣除限额的基数，允许税前列

支的职工福利费不应超过实际发放工资薪金总额的14%，职工

教育经费（一般企业）不应超过实际发放工资薪金总额的2.5%，

工会经费不应超过实际发放工资薪金总额的2%。再由于《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至第四十二条明确规定了“企业发

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企

业拨缴的工会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的部分”、“企业发

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

予扣除，因此，企业必须认识到：可以列入税前扣除的职工福

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和工会经费必须依据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

总额计算，不能超过上述可以税前扣除的最高比例限额，且必

须是实际发生或拨缴的才可以列入税前扣除。

五、区别对待企业为职工提供的各种货币补贴

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

（财企[2009]242号）第二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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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实行货币化改

革的，企业发生的相关支出应作为职工福利费管理。所以，是否

实行货币化改革是区别将上述各种货币补贴纳入职工工资总额

还是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的唯一标准。

还必须注意的是，不管是否已经实行货币化改革，企业给职

工以现金形式发放的节日补助、未统一供餐而按月发放的午餐

费补贴，都应当纳入工资总额管理，不应纳入职工福利费管理。

六、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和补贴列入税前扣除应有

返聘协议

对于企业发放给返聘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和补贴可否作为工

资薪金在税前扣除的问题，实务中做法不一。笔者认为，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第一条的规定，

对于返聘的离退休人员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

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

税前扣除，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还可以作为计算其他各项

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但对于不存在返聘关系的离退休人员发

放的工资和补贴，则不可以作为工资薪金支出，也不可以列入税

前扣除。由此可见，离退休人员与企业是否存在返聘关系，是判

断其所列支工资、补贴是否可以列入税前扣除的关键，但具体如

何掌握，由于各地税务机关对此问题的口径和尺度不一，所以

在理解上述观点后，有类似情况的企业还应结合当地主管税务

机关的补充意见进行处理。

必须注意的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

规定：“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

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

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

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由此可见，税法所讲工

资薪金的发放对象不包括被辞退员工，被辞退员工也不属于离

退休人员，因此，由企业确认并通过预计负债计入费用的职工

辞退福利不能作为工资薪金列入税前扣除。

七、企业对雇用人员发生的工资薪金无需再去税

务机关开具劳务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的规定，企业因雇

用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外部劳务

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

利费支出，并按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需注意的是，

企业需提供对上述人员的雇用合同、协议及费用已实际发生的

相关书面证据。由此可见，在工资薪金的问题上，税法已将企业

雇用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外部劳

务派遣用工从性质上视为企业任职员工，企业今后对雇用这些

人员发生的工资薪金，可以比照企业的正式员工直接以工资单等

形式发放，无需再去税务机关开具劳务发票，而且对属于工资

薪金支出的，还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

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必须注意的是，对于发生的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发生

的费用，企业必须要求劳务派遣单位在劳务合同（或协议）及劳

务公司开具的劳务费发票上准确区分管理费和劳务工工资性支

出，或在附列清单上注明其中的工资薪金、职工福利费、社会保

险费等金额。同时，对劳务工工资性支出，还应区分为工资薪金

支出、职工福利费支出和社会保险费等，并凭能够证明这些支

出确已真实发生的合规凭据（如劳务合同或协议、劳务发票、劳

务工签字领取工资的工资发放明细表等），按税法规定在企业

所得税前扣除。对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

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作者单位：中国烟草总公司云南省公司财务管理处

江苏省南通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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