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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纳税期限研究
滕风华  

入到账时间作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甚

至因财务人员未及时发放工资导致工

资到账延迟也会使纳税人的个税税额

产生差异。因此，工薪所得税以月为纳

税期限的最主要问题是因工资波动或

者发放方式不同而导致纳税人的税负

产生差异，从而导致纳税人之间的税负

不公。

1.导致纳税人之间税负横向不公。

我国对大部分工资薪金所得实行按月征

税，采取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实行源泉扣

缴而保证税收收入，且征管方便，能降

低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但是，实

际分配中，很多雇主不按既定的工资分

配制度和规定时间发放工资，加上工资

薪金的支付方式也与经济运行相关，职

工各月工资薪金收入波动是正常而且普

遍的现象。按月征收不仅不能全面衡量

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也扭曲雇主的行为

选择，迫使其更改合理和具有激励作用

的工薪分配制度。假设一个雇员全年应

税工资为84400元，表1、表2、表3显

示不同分配方式下应纳税额的差异。三

种发放方式下的应纳个人所得税分别为

5256元、3317元、2979.996元，税负差

异为2.7%。因此，调整基本工资的发放

数额，控制按月纳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边际税率，可以较大程度地改变纳税人

应纳税额。

2.导致纳税人之间税负纵向不公。

纵向公平即量能负担原则，是指具有

不同纳税能力的人应该缴纳不同的税

额。在现实中，收入不同的纳税人，可

能因工薪分配制度不同、工薪发放方式

差异，而出现高工资的纳税人的税收贡

献低于低工资的纳税人的税收贡献。假

设甲乙二人均为工薪收入者，2015年甲

应税工资15万元，乙应税工资20万元。

虽然实行以家庭为征收单位的个人

所得税征收模式的改革不能一蹴而就，

但对工资薪金所得实行按年征收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缓解个税的税负不公问题，

提高个税参与收入公平分配的效率。

以月为纳税期限存在的问题

工薪所得以月为纳税期限，是与

我国工资、薪金按月支付的习惯密切相

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分配方式也层

出不穷，如月薪、年薪、双薪、绩效工

资等，工薪收入不仅以货币形式存在，

还以实物、储值卡和股票等形式出现，

如实物福利、免费旅游奖励、加油卡、

股票期权所得等。加上许多行业生产经

营活动具有季节性特点、结构性失业如

轮岗等现象普遍存在，导致许多工薪收

入者在一个年度中不同月份的收入出

现较大波动。此外，个人所得税又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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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项目 月工资 半年 / 年终奖金 收入合计 费用扣除标准 应纳税所得额 当月应纳税额 全年应纳税额

每月工资（除7月
外，共11个月）

 3700 3700 3500 200 6 66

半年奖（与7月工
资合并）

 3700 15000 18700 3500 15200 2795 2795

年终奖（单独计算）   25000 25000 0 25000 2395 2395

全年合计   84400 5256

表 1  第一种工资薪金发放方式         单位：元

方案一：每月发放工资3700元，7月份发放半年奖 15000元，12月份发放年终奖 25000元，按税法规定纳税525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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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所在单位工资发放方式是年终一次性

奖金6万元，其余部分按月平均发放；

乙所在单位，年终一次性奖金5.4万元，

其他14.6万元平均到每月发放。表4计

算结果显示，乙的应税工资比甲多出5

万元，其缴纳的绝对税额超过甲，但税

负率却比甲低0.27%。因而，这种以月

作为衡量纳税人纳税能力的纳税期限规

定有悖税收量能负担原则，使个人所得

税对收入分配产生逆向调节。

推行以年为纳税期限的必要性

我国已有按年征税的法律基础。根

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我国某些特殊行

业的工资薪金所得税按年计算、分月预

缴；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纳税

款，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

营所得应纳税款以及纳税人从中国境

外取得所得应缴纳的税款，均为按年征

收，分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因此，以

年为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纳税期限，我国

不仅有实践经验，更有法律基础。

国际上可借鉴的按年征税经验。国

外个人所得税的混合征收模式已经非常

成熟，混合征收模式下与之相匹配的是

按年征收。以年为纳税期限的国家有美

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加坡、南非等国家。借鉴这些个人所得

税征收管理的经验，我国应以现阶段税

收管理水平和未来发展为前提，立足于

基本国情，对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的纳

税期限进行改革，采用公历年度为纳税

期限，改善目前制度性税负不公状况。

按年纳税有利于简化一次性所得

的税务处理。按照目前国家相关文件规

计税项目 月工资 半年 / 年终奖金 收入合计 费用扣除额 应纳税所得额 当月应纳税额 全年应纳税金

每月工资  4950 4950 3500 1450 43.5 522

半年奖  0 0

年终奖
（单独计算）

25000 25000 0 25000 2795 2795

全年合计 84400 3317

表 2  第二种工资薪金发放方式        单位：元

计税项目 月工资 半年 / 年终奖金 收入合计 费用扣除 应纳税所得额 当月应纳税额 全年应纳税额

每月工资
7033.33

7033.33 3500 3533.33 248.33 2979.996

半年奖  0 0

年终奖
（单独计算）

0 0

全年合计 84400 2979.996

表 3  第三种工资薪金发放方式       单位：元

纳税人 每月应纳税额 年终奖应纳税额 全年应纳税额 税负率（%）

甲 295 11445 14985 9.99

乙 1178.33 5295 19435 9.72

表 4 不同工薪收入纳税人个人所得税税负比较       单位：元

方案二：将半年奖 15000元平均到 12个月，即每月工资为 3700+（15000÷12）=4950元，年终发放奖金 25000元，按税法规定纳税
3317元。

方案三：将全年84400元平均到 12个月发放，即每月工资7033.33 元，按税法规定纳税2979.99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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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个人取得的属于工资、薪金性质的

一次性所得的计税方法按相似性归类有

三种。第一种是全年一次性奖金和企事

业单位将自建住房以低于购置或建造成

本价格销售给职工的差价；第二种是作

为工资薪金所得分摊到12个月计算的

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等所得；第三种

是按月分摊计入发放之月并与当月工资

薪金合并纳税的一次性所得，如公务交

通、通信补贴。在各种规定下，工资、薪

金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多达7种。但实行

按年征收，一种征收方法足够解决以上

所有问题，从而能有效规范工资薪金所

得税的征管制度。

以年度为工薪所得纳税期限的改革

建议

在分类征收模式下，工资薪金所得

税完全可以年度作为纳税期限，实现源

泉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相结合的征收管

理方法。

实行每月工薪收入按比例预缴的制

度。按年征收并不妨碍工薪所得税的预

缴，可以对月收入按比例预征，每月预

征的税金仍代扣代缴。月工薪越高，预

征的比例就越高，这种按收入预征的方

法可以简化代扣代缴程序，且不受费用

扣除标准的影响。但以年度为纳税期限，

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根据年应纳税所得

额确定，因此，要合理确定超额累进税

率设计标准和级距设置标准，尤其是年

度费用扣除标准，尽可能实现对高收入

者征高税，低收入者不纳税或者少纳税。

建立年终汇算清缴的补税和退税制

度。纳税人应当在纳税年度终了后的三

个月内汇总清算其全年的工资薪金，扣

除年度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年度超额累进

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多退少补。并且建

立申报制度，即纳税人不管是应退税还

是补税，都应该申报，否则应受到相应

的经济处罚。对纳税人，如果税务机关

经过审查上一年度预缴税款超过其应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给与退税，不需

纳税人办理任何手续，直接向纳税人指

定的账户退税款。在这种纳税申报方法

下，应建立退税制度，高效、合理地让

纳税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退税款，增

强纳税人纳税的信心和观念。

明确违规处理办法。纳税人不申

报、逾期申报或者故意错误申报的应根

据税法规定处以罚款，罚款比例视情形

严重程度及违章频率决定，基数为应纳

而未纳税额。同时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对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建立纳税人识别

号，纳税人的收入信息都必须记录在此

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下，并结合个人

财产登记制度、存款实名制，规定居民

存取款、交易金融商品、申报纳税等行

为均需要登记身份证号码或护照号码。

如此，税务机关可以从银行、证券交易

场所和企业等各个部门收集信息，通过

计算机网络集中处理，准确即时地掌握

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减少逃税行为。

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对薪金所得

按年征税，年终汇算清缴工作量大，纳

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信息不对称，税务

机关很难掌握纳税人的隐性收入，使纳

税人的逃税动机更为严重。为了避免由

于隐性收入的存在而造成税收流失的风

险，应大力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我国

虽然也使用计算机对税收进行征管，但

网络化程度明显偏低，与个人所得税增

长速度以及征管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尽

快提高税收信息化水平，实现计算机税

务信息共享，与纳税人识别号制度相配

合，税务机关的信息系统与银行、公安

部门等系统实现全国联网，充分掌握纳

税人的各项收入，以科技信息化手段管

理工资薪金性质的个人所得税。

改革工资、薪金的结算方式。工薪

所得来源多渠道、发放形式多样化，增

加了税务机关的征管难度。强制推行非

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是有效掌控

纳税人全年工资薪金类所得的有效方

法。规定任何单位发放工资薪金性质的

所得必须采用转账方式，转入纳税人的

存款账户，否则不允许企业在计算企业

所得税时作为成本、费用等列支。如此，

税务机关可以通过银行的计算机系统全

面掌握纳税人全年的工资薪金所得，为

实现按年征收提供税源保障。 

（作者单位 ：荆楚理工学院经济

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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