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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总额、工资薪金和职工薪酬概念辨析

吴顺娣

渊地质矿产部无锡钻探工具厂 江苏无锡 214174冤

在日常财务会计核算中，常常遇到工资总额、工资薪金和

职工薪酬三个概念，但多数财务人员往往因概念上的模糊导

致纳税调整时混淆了三者的范围。下面从概念、范围、依据三

方面进行辨析，以加强大家的认识。

1. 工资总额是统计上的概念。国家统计局于 1990年 1月

1日发布了《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其中第三条规定，工

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

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应以直接支付给职工的

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认真贯彻

执行〈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通知》的解释，直接支付指

无论是以货币形式支付，还是以实物形式支付；全部职工应包

括固定职工、合同制职工、临时职工和计划外用工。《关于工资

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工资总额由六个部分组成：

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以及特

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2. 工资薪金是税法上的概念。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

予扣除。前款所称工资薪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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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职工薪酬是会计上的概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第二条规定，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

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职

工薪酬包括八项：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于职工福利

费；盂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

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榆住房公积金；虞工会经费和职工教

育经费；愚非货币性福利；舆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

补偿；余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

从右栏工资总额、工资薪金和职工薪酬三者内容对照表

可以看出，工资总额包含的内容最窄，工资薪金其次，职工薪

酬最广泛。另外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条的规定，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

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

雇有关的其他所得。应该说《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金所得项

目”的口径较宽，基本上与会计准则口径一致，凡是与个人任

职受雇有关的所得，如辞退福利、股票期权等，均应按照“工资

薪金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一般情况下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都属于税法上的工资

薪金，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形，如：单位外聘董事所支付的董事

津贴或补贴费、单位接受派遣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单位使用离

退休人员所支付的工资，税法上作为劳务费处理，要求收到正

式税收发票，不能用企业自制的工资条处理；单位现金支付的

交通补贴、通讯补贴等按照《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

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的规定，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作

为工资处理，未实行货币化改革的作为福利费处理；而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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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

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属于企业职工

福利费范畴。

一般情况下非货币性福利都属于税法上的工资薪金，但

也有一些特殊情形，如：企业无偿向职工提供住房、汽车等固

定资产使用产生的应付职工薪酬，因没有实际的支出发生，固

定资产的折旧额不应作为工资薪金的支出进行税前扣除，而

应按照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辞退福利产生的预计负债，在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确认

条件计入当期费用时，应调增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其后实际

支付时，再做相应的调减。根据《企业所得税管理工作规范》的

规定，辞退福利不属于税法规定的工资薪金支出。

对于以权益结算的涉及职工股份支付的工资薪金支出

（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

三十四条“支付”的精神，属于增加资本公积，不允许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确认费用扣除；对于以现金结算的涉及职工的

股份支付的工资薪金支出（股票增值权），因其在行权时才属

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故在行权以前应进行纳税调整。茵

项目内容

工资尧奖金尧津贴和补贴

职工福利费

五项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非货币性福利

辞退福利

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
相关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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