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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行捐赠支出递延扣除或抵回抵扣方法。现行企业所

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捐赠性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这一比例相比以前的 3%有所提

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较低，对超过扣除限额的部分不能递

延抵扣，是对企业不尽公平、不尽合理的做法。如果对企业慈

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规定得过低，对超过扣除限额的部分还

要重复征税，会降低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应允许企业出现亏损

时，当年的公益性捐赠可以向往年的企业所得税结转退税，而

对超过捐赠限额的部分允许向后递延扣除，可借鉴美国经验，

向后递延五年，以此激励企业的捐赠行为。此外，现行政策将

以往 1.5%、3%、10%、100%的扣除比例统一为 12%，虽然操作

起来简便，但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领域未加区分，不能够引

导企业慈善捐赠流向国家重点需求的领域。建议在保留国家

在老年福利机构、农村义务教育等全额扣除规定的基础上，以

公益性的原则来确定是否享受全额扣除的税收政策。

4. 扩大企业慈善捐赠予以扣除的适用范围。我国企业捐

赠的主渠道是官方和半官方机构，2008年我国慈善组织免税

资格的认定由准许制转换为审核制，具备免税资格的慈善组

织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但是我国对于慈善组织捐赠人税前扣

除资格的授予依然缺乏操作性规则，使得企业捐赠予以免税

的适用范围仍有限，如国家税务总局承认有资格接受捐赠资

格的社会团体仍为 20多家，全额扣除的也仅有 4家慈善组

织，同美国等慈善事业发达国家差之甚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慈善捐赠的发展。因此，需要扩大享受慈善捐赠优惠政策

的非营利组织范围，增加企业的捐赠途径，促进企业对慈善事

业的参与度。

总之，税收扣除作为鼓励企业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中的重

要一环，有必要优化企业慈善捐赠税前扣除制度的设计，激励

企业更多地参与慈善捐赠事业，从而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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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汽车进入家庭，开着私车上下班的职工越来越多，因

此，很多企业对开私车办公事的职工发放补助。目前，各企业

发放补助的方式主要有：

1. 将补助金额直接在每个月随着工资的形式下发。在这

种发放方式下，职工就需收到的补助合并到每月的工资薪金

中，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实际上职工并不能全额

获得企业的补助。

2. 职工以私车的油费发票按补助金额报账。在这种方式

下，单位将收到油费发票作为企业的经营费用入账，一来增加

了企业的经营成本，抵减了应税所得额，减少了所得税，二来

以报账形式将现金发给职工，避免了职工将这部分补贴申报

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方式好像是一举两得，使企业和职工双

方都得利。但是，这种方式存在较大的税务风险。这是因为：职

工的私车所有权并不属于企业，按照权责发生制核算原则，职

工私车所产生的各项费用是不能进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

的。所以，按会计法规和制度的规定，职工是不能将自己的私

车油费发票在企业报账的。即使已经报账，那么在所得税汇算

时，也要将这部分费用剔除，不能抵减应税所得额，同时职工

个人也要为这笔补贴收入补缴个人所得税。

3. 企业与职工签订私车租赁合同，将补助收入以租赁费

的形式发放给职工。这一补助发放方式可以解决企业合法报

销私车油费发票问题。但是，由于存在租赁合同关系，职工个

人需要税务局代开发票，并按照发票金额缴纳营业税，同时补

助收入要按照“财产租赁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这一税目

下，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20%，而每月工资薪金收入要达到 8 000

耀 12 500元这个区间（为简化起见，本文分析中均不考虑“三

险一金”的扣除），才会按照这一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由此可见，以上三种方式都不能在合法的前提下很好地

减少职工个人所得税。

车补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筹划新方法

傅 樵

渊重庆理工大学财会研究与开发中心 重庆 400054冤

【摘要】企业发放给职工的工资中包含的车补，要按“工资薪金”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本文分析了各种车补发放方式

下的税收风险及负担，提出成立微型租赁公司，通过合法的手段合理降低职工个人的税收负担，减少企业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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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筹划思路

由于税收法规对纳税人有不同的界定，不同的纳税人便

有不同的纳税规定，这就给我们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操作空

间。由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项计征，上班族的个

人所得税基本上按照“工资薪金”税目进行计算缴纳。目前

“工资薪金”税目的免征额是 3 500元，如果某人的月工资超

过了 3 500元，那么超过部分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时并

不考虑该人士每月的生活支出是否超过 3 500元。但是，对于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是按收入扣除合理的成本与费

用后的余额来确定的。企业所得税也是根据企业的收入减去

成本费用后的余额作为应纳税所得额进行计算的。可见，即使

都是所得税，不同所得的计算方式也是不同的。

正是有了上述法规的不同规定，所以可以根据这一差异

进行筹划操作：淤职工个人可以自己的私车作为出资额进行

登记，注册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于汽车租赁公司与所任职的单

位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以单位发放的补贴金额为合同金额，将

汽车租赁给单位使用，由租赁公司开具发票；盂职工个人作为

租赁公司员工，按月领取工资。

三、方案的可行性

1.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享受多项优惠。租赁业企业，如果

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

业［2011］300号）对小型微型企业划分的规定，则可以享受相

应的各项优惠政策。划分的具体标准为：租赁业企业，从业人

员 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20 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型企

业。其中，从业人员 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8 000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100

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117 号）规定：自 2012

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6

万元（含 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不过要注意的是，

该项优惠的对象是查账征收的企业。

（2）《财政部关于免征小型微型企业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

的通知》（财综字［2011］104号）规定，对依照工信部联企业

［2011］300号文件认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税务部门收取

的税务发票工本费。

（3）此外，各地还针对微型企业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政策，

如重庆市规定，符合条件的微型企业，经有关部门认定后，可

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减按 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免

收地税的税务登记工本费等。

（4）如果成立的是个体工商户性质的微型企业，租赁公司

的月营业额达不到营业税起征点（5 000 耀 20 000元，各地具

体规定不一），还可享受免征营业税的优惠。

（5）租赁公司成立后，私车的各项费用，如路桥费、折旧费

等，都可以合理合法地进入租赁公司的经营费用，作为税前扣

除额，抵减收到补贴，减少应纳税所得额。

2. 举例说明。假设甲某任职于 A公司，月薪 6 000元，车

补每月 1 000元，不考虑“三险一金”扣除下的各种筹划方案

的相关税收计算情况如下：

（1）车补与工资一同发放：A公司的工资成本费用每月

7 000元，可在税前列支；甲某每年负担的个人所得税越［（6 000+

1 000-3 500）伊10%原105］伊12越2 940（元）。

（2）甲某在税务局代开发票，领取车补：A公司的工资费

用为 6 000元，支付租赁费 1 000元，税前列支金额 7 000元。

甲某每月负担的税收如下：

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越（6 000原3 500）伊10%原105越145

（元）；代开租赁发票缴纳营业税及附加越1 000伊5%伊（1+10%）

越55（元）；财产租赁个人所得税越（1 000原55原800）伊20%越29

（元）；全年税收负担合计越（145+55+29）伊12越2 748（元）。

可见，此种方式领取车补的税负小于以工资形式发放车

补的税负，因为车补作为财产租赁税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可以

再扣除 800元的费用。

（3）成立租赁公司。此时，私车作为租赁公司的固定资产，

可以计提折旧，假设甲某的私车为一般家庭用车，每月计提

1 000元折旧，10年计提完毕，其他各项含保险费在内的运营

费用每月 1 500元。为避免租赁公司收不抵支，可以与 A公司

协调，将甲某工资一部分作为车辆租赁费支付。设 A公司按

市场价每月支付车辆租赁费 3 000元，则支付给甲某工资 4 000

元。此时 A公司每月税前扣除额仍为 7 000元，则甲某的税收

负担计算如下：淤公司代扣代缴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越（4 000原

3 500）伊3%越15（元）；于租赁公司营业税及附加越3 000伊5%伊

（1+10%）越165（元）；盂租赁公司每月发放甲某工资 1 000元，

未超过 3 500元的免征额，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但甲某属

于从两处取得工资收入，按税法规定应将两处所得合并计算

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则工资薪金所得税每月合计越（5 000原

3 500）伊3%越45（元）；榆租赁公司全年应纳税所得额越［3 000原

1 000（折旧）原1 000（工资）原1 500原165］伊12越原7 980（元），属

于负债经营，根据税法规定，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虞甲某全

年税收负担越（45+165）伊12越2 520（元）。

比较上述三种筹划方案：方案（1）纳税 2 940元，方案（2）

纳税 2 748元，方案（3）纳税 2 520元。可见方案（3）最优。

四、总结

成立租赁公司之所以能降低个人税收负担，主要原因是：

淤通过收入形式的转换，将适用较高个人所得税率的工资转

换成营业收入，降低了适用税率。于通过租赁公司，各项合理

运用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加大了扣除范围。但如从两处取得

工资收入，不能让合计工资收入的适用税率出现大幅度的提

档升级，否则达不到减轻税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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