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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薪酬纳税调整规则剖析

骆国城

渊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 310018冤

一、企业职工薪酬纳税调整的原因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中定义的职工薪酬

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劳动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

酬及相关支出。《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规定了税前扣除

职工薪酬的限额比例，其中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

可在所得税前全额扣除；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

教育经费数额分别在合理工资薪金 14%、2%、2.5%比例内的

部分准予税前扣除；按规定比例计算缴纳的社保费用及住房

公积金准予税前扣除；可按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加计

扣除；实际发生薪酬项目数额超出规定部分不准在所得税前

扣除。

由于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薪酬与按税制规定的扣除限额

之间存在差异，因此，按税制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需要

对企业的职工薪酬作出纳税调整。

二、企业合理工资薪金数额确认计量规制剖析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

扣除问题的通知》（简称《通知》）中，界定的合理工资薪金是

企业按股东大会等权力机构制定的工资薪金制度规定实际

发放给员工的工资薪金，且制定了五条确认原则，具体包括

企业制定了较为规范的员工工资薪金制度、企业所制定的工

资薪金制度符合行业及地区水平等。笔者认为，执行合理工

资薪金数额确认计量规范，需在实务操作中把握以下三个核

心要点：

1援 企业工资薪金支出的“合理”与否有五条判断原则。只

要符合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五条原则，即使企业支付给职工

的年薪是 10万元、100万元也可以成为合理工资薪金，从而

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企业应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社保

费及住房公积金，获得薪酬的职工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如

果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的这五条原则，即使企业支付给职工

的年薪为 3万元、5万元，也不准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援《通知》中规定的“实际发给员工的工资薪金”应理解

为归属于职工债权的企业应付工资数额，而不宜理解为实发工

资。比如，企业将某职工所欠款 3 000元扣除后支付了剩余 2 000

元薪酬，显然，支付给该员工的工资薪金理解为 5 000元更合

理而不应理解为 2 000元；又如，企业结算出某职工含奖金津

贴的劳动报酬 6 000元，但决定在一年后支付，且已经办妥批

准确认手续，尽管还没有实际付款给职工，但事实上已形成

了企业欠职工薪酬的债权债务关系，同时也形成了企业的成

本费用，显然这也已形成了职工薪酬。通常情况下先有职工

劳动，然后有工资薪金的形成，之后才实际支付职工报酬，即

使工资薪酬没有实际支付也已形成了职工劳动后的薪酬债

权。因此，实务中应按“应付职工薪酬———工资薪金”账户的

贷方发生额确认实际形成的工资额，而不是该账户借方的实

际支付额。

3援 可在税前扣除的合理职工薪酬不一定都在本期税前

扣除，也包含准予在未来期间税前扣除的部分。生产产品的

薪酬成本随产品转让出售而实现税前扣除；如果产品发生了

实际损失，产品成本中的职工薪酬可以在确认损失期间扣

除；对于不出售又无形成损失的工程人员薪酬，可在未来提

取折旧额所形成的成本费用中包含，从而在未来出售产品期

间的税前扣除。

由此可见，企业发生的合理职工薪酬迟早都准予在税前

扣除，合理工资薪金数额随着所形成产品出售消耗而转销其

成本，从而在税前扣除。为简化计算，税制及实务中都直接按

当期形成的合理职工薪酬在当期税前全额扣除，不细分且也

难以细分所售产品成本中是本期形成薪酬还是以前各期形

成的薪酬额的扣除额。

三、企业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数额的确认计量方法

现行所得税制中，涉及职工薪酬的纳税调整项目可分为

纳税调增项目及纳税调减项目两类。其中，企业发生的货币

性及非货币性福利支出、企业为职工缴纳的社保费及住房公

积金、企业发生的工会经费及职工教育经费等职工薪酬都只

准予按合理工薪一定比例内确定的部分在所得税前据实扣

除，超出部分不准予在税前扣除，从而使超出部分形成了纳

税调增数额，即：纳税调增额=（该项实际发生职工薪酬-合理

工资薪金）伊规定的扣除比例（如果为负数，据实扣除）。

企业因安置残疾人员所发生的相应工资，准予按其200%

在税前扣除；研发人员的薪酬可按150%的比例在税前扣除。

【摘要】在实务操作中，对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数额的确认计量规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纳税调整方法，

从而导致了企业之间实际税负的分化。本文主要阐述了对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数额确认计量规范的理解及其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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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了纳税调减数额，即：纳税调减额=（安置残疾

职工的工资薪金伊200%-安置残疾职工的工资薪金）+

（研发人员工资薪金伊150%-研发人员的工资薪金）。

由于企业职工薪酬无论是准予税前扣除的部分还

是不准予税前扣除的部分，在其发生后都在会计核算中

形成了企业产品或工程的成本费用等，因此，企业本期

职工薪酬并不一定形成本期损益中的费用。从理论上

说，形成期末资产的职工薪酬因不属于本期费用从而不

应在本期税前扣除，理应在未来消耗该资产期间的税前

扣除，只有形成当期损益的职工薪酬费用在本期税前扣

除才是合理的。形成期末资产中所含超标准职工薪酬也

不应在本期纳税调增承担所得税，而应在所生产的产品

销售期间进行纳税调整才是合理的。但从较长期间看，

按税制规定超标准的职工薪酬迟早都不应税前扣除，为

简化计算，税制及实务中直接按本期形成的超标准职工

薪酬在本期进行纳税调增，而不细分且也难以细分所售

产品成本中属于本期形成的超标准薪酬还是以前各期

形成的超标准薪酬额调整数额。笔者认为，企业可依据

职工薪酬实际发生额汇总表自行编制职工薪酬纳税调

整计算表。

四、企业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数额计算方法

例：假设华新公司按季度预缴所得税，年终汇算清

缴。在 2012年度的第一季度中，审查后的应付职工薪酬

贷方发生额汇总如表 1所示。

笔者认为，企业可依据汇总表 1编制表 2所示的企

业职工薪酬纳税调整计算表，且表 2 中各项目编号应

当与职工薪酬有关明细账中的编号保持一致，以便与审

查后的职工薪酬有关明细账数据对接。假设表 2中本

期形成的“应付职工薪酬———工资薪金”账户的贷方发

生额都属于合理的工资薪金（通常情况下企业有能力遵

循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五条原则，使本期形成的职工薪

酬贷方发生额都成为合理的工资薪金）。有关数据计算

如表 2所示。

本期企业职工薪酬纳税调整数额=纳税调增额-纳税调减额=

37 000+26 750+30 000+7 500-3 000-10 000=88 250（万元）（调增

额）

企业职工薪酬纳税调增形成的所得税=88 250伊25%=22 062.5

（万元）。

表 2数据表明，按税制规范要求，企业所发生的非货币性福利

等业务需承担视同销售业务的流转税，以及视同销售业务本身形

成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而且还需对该业务中超标准发生

的职工薪酬进行纳税调增从而形成追加税负。对此会计人员应当

提醒企业管理层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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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福利

22113

13 000

4 000

4 000

3 000

2 000

3 000

3 000

1 500

500

34 000

社保费用

22114

45 000

7 500

20 000

12 500

15 000

5 000

10 000

9 000

1 000

125 000

住房公积

22115

18 000

3 000

8 000

5 000

6 000

2 000

4 000

3 600

400

50 000

工会经费

22116

125 000

教育经费

22117

5 500

股份支付

22118

8 000

辞退福利

22119

5 000

人员岗位部门

生产工人

车间管理人员

公司管理人员

专设销售人员

基建工程人员

福利部门人员

技术研发人员

专项劳务人员

设备清理人员

借方科目

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销售费用

在建工程

应付职工薪酬

费用化研发薪酬

劳务成本

固定资产清理

应付工资

22111

90 000

15 000

40 000

25 000

30 000

10 000

20 000

18 000

2 000

250 000

残疾职工工资

2211101

2 000

1 000

3 000

货币福利

22112

17 000

5 000

6 000

2 000

1 000

2 000

2 000

2 000

1 000

38 000

明细账编号

合 计

表 1

2012年第一季度 金额单位院万元

企业职工薪酬实际发生额汇总表

扣除
比例
榆

100%

200%

150%

14%

39.3%

16%

10%

2%

0.5%

0.8%

5%

5%

8%

2%

2.5%

准予税前
扣除限额
虞=盂伊榆

250 000

6 000

30 000

35 000

98 250

40 000

25 000

5 000

1 250

2 000

12 500

12 500

20 000

5 000

6 250

明细账
编号

22111

2211101

2211102

22112/3

22114

2211401

2211402

2211403

2211404

2211405

2211406

2211406

22115

22116

22117

职工薪酬项目
淤

工资薪金

残疾人工资

费用化研发薪酬

职工福利小计

社保费用小计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住房公积金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本期贷方
发生额
于

250 000

3 000

20 000

72 000

125 000

43 000

27 000

5 100

1 250

2 000

20 000

26 650

50 000

12 500

5 500

合理工资
薪金数额
盂

250 000

3 000

2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250 000

纳税调增额
或调减数额
愚=于-虞

0

-3 000渊调减额冤

-10 000渊调减额冤

37 000

26 750

3 000

2 000

100

0

0

7 500

14 150

30 000

7 500

0渊按5 500扣除冤

表 2 企业职工薪酬纳税调整计算表

2012年第一季度 金额单位院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