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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后，工资由基本工资、绩效工

资和津贴补助构成，其中绩效工资分为基础性绩效工资

和奖励性绩效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按专业技术岗位、管

理岗位、工勤岗位分别制定等级标准，通常按月发放；奖

励性绩效工资主要考虑工作量、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因

素，按照单位制定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执行。如何

正确计算个人所得税和会计处理，为单位减少税务风险，

同时在不违背绩效工资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制定最优的

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通过纳税筹划合理合法减轻

职工的税收负担，这是事业单位财会人员应考虑的问题。

对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希望对事业单位

财会人员有所帮助。

一、财政统发与非财政统发工资合并计算个人所得

税

事业单位按经费来源分为财政全额拨款单位、差额

拨款单位和自收自支单位三种类型，除自收自支事业单

位的工资由单位自己发放外，大部分事业单位的工资发

放方式是一部分由财政统发，一部分由单位自己发。有些

省市规定财政部门统发工资时不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财政统发与非财政统发工资均由单位自行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还有些省市是由财政部门代扣统发工资的个人

所得税。税法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行全员全额扣

缴申报，事业单位应将财政统发与非财政统发工资合并

计算个人所得税后，减去财政部门代扣的部分，差额就是

单位自己缴纳的，不能仅将财政统发的部分缴税，否则会

造成偷税漏税。

例1：某事业单位职工陈某2013年 1月由本级财政统
发的基本工资为1 900元，基础性绩效工资2 200元，代扣
的“三险一金”为450元，当月由财政代扣的个人所得税=
（1 900+2 200-450-3 500）×3%=4.5（元），1月份单位自己

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和津补贴为 1 000元，陈某 1月应
纳个人所得税=（1 900+2 200+1 000-450-3 500）×3%=
34.5（元），减去财政部门代扣的4.5元，单位应代扣陈某30
元个人所得税。

二、因工资调整、晋级晋档等补发以往月份工资的个

人所得税计算

由于事业单位的补发工资通常有文件依据，工资所

属期明确，而且不属于奖金性质，笔者认为采用以下计税

方法较合理：把补发的工资分摊回所属月份与所属月份

工资薪金所得合并计征个人所得税，合并工资不超过税

法规定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该相应月份的补

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合并工资超过税法规定的个人

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所属月份补发工资应纳税额=
｛［（所属月份补发工资+原所属月份的工资薪金所得）-费
用减除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原所属月份已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

例 2：某事业单位职工李某 2012年 5月收到补发的
2011工资 8 400元，即每月补发 700元，李某 2011年各月
的工资津贴均为 3 600元，每月代扣的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为 520元。因为从
2011年9月1日起，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由2 000元/月
调整为3 500元/月，由原来的 9级调整为 7级超额累进税
率，所以2011年工资要分段计算，2011年1~8月原来已代扣
代缴的个人所得税=（3 600-520-2 000）×10%-25=83（元）。
9 ~ 12月由于各月应纳税所得额（3 600-520-3 500=-420）
小于零，不用交税。补发工资后，每月工资增加了 700元，
则2011年1 ~ 8月各月应补税=（3 600+700-520-2 000）×
10%-25-83=70（元）；9 ~ 12月各月应补税=（3 600+
700-520-3 500）×3%-0=8.4（元），所以补发 2011年工资
8 400元应补缴个人所得税=70×8+8.4×4=593.6（元）。

实行绩效工资制的事业单位个人所得税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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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事业单位财政统发与非财政统发工资合并计税、补发以前月份工资的计税、年终考核后发放

的奖励性绩效工资的计税以及制定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时应考虑个人所得税负担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了不

同情况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和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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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终考核后一次性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个人

所得税的计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所得全年一次性

奖金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5］9号），实施绩效工资办法的事业单位根据考核情
况发放的绩效工资属于一次性奖金的，应单独作为一个

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计算方法如下：（一）先将年终

考核后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
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如果在发放奖励性绩效工资

的当月职工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

应先将奖励性绩效工资减去“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

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再按上述办法确定奖励性绩效

工资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二）将个人当月内取得

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按第（一）项确定的适用税率和速算

扣除数计算征税，计算公式如下：①如果当月工资薪金所
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适用公式为：

应纳税额=年终考核后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适用税
率-速算扣除数。②如果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
的费用扣除额的，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年终考核后发
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
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例 3：某事业单位职工孙某于 2013年 12月收到单位

发放的 2013年奖励性绩效工资 19 200元，另外12月正常
发放工资 3 900元，缴纳“三险一金”580元。因为“3 900-
580=3 320”比费用扣除额少 180，当月工资不纳税。奖励
性绩效工资税率商数=（19 200-180）/12=1 585，适用10%
税率，速算扣除数为 105，奖励性绩效工资应纳税额=
（19 200-180）×10%-105=1 797（元）。上例中假如孙某 12
月的工资为4 200元，其他不变，孙某4 200元工资应纳税
额=（4 200-580-3 500）×3%=3.6（元），奖励性绩效工资税
率商数=19 200/12=1 600（元），绩效工资应纳税额=19 200×
10%-105=1 815（元），孙某 12月合计应缴税=3.6+1 815=
1 818.6（元）。

事业单位奖励性绩效工资计税时还须注意以下三

点：①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上述计税办
法只允许采用一次。②对于各季度取得的绩效工资应按
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奖金，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

合并缴纳个人所得税。③实施绩效工资的事业单位的第
十三个月基本工资额度是奖励性绩效工资的一部分，已

并入奖励性绩效工资中，一般不单独发放。

计算年终考核后发放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应纳个人所

得税时，按现行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会出现某些职

工奖励性绩效工资税前比别人多，但税后所得反而比别

人少的情况，这是现行税法设计时存在税收临界点造成

的。若职工月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大于费用扣除额，全

年一次性奖金（用M表示）计税时会有六个临界区间，分
别为：18 000元<M<19 283.33元，54 000元<M<60 187.50
元，108 000元<M<114 600元，420 000元<M<447 500元，
660 000元<M<706 538.46元，960 000元<M<1 120 000
元。月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小于费用扣除额时，将上述

六个临界区间的数分别加上“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

扣除额的差额”就是它的临界区间。如果年终考核后发放

的奖励性绩效工资在上述区间内，就会出现多发比少发

税后收入少的不合理现象，所以事业单位在制定奖励性

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时应尽量避开这些区间。

四、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方式对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由于奖励性绩效工资的发放是按单位制定的分配方

案执行的，有的单位在每月按一定的比例发放，年终考核

后再发放剩余部分；有的单位按季或半年发放一部分奖

励性绩效工资，剩余的年终考核后再发；还有的单位平时

不发奖励性绩效工资，年终考核后再一次性发放。在全年

税前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方式与

发放数额不同，职工个人所得税的税负也不同，税后所得

会差异较大（见下页表）。

依据年终奖计税方式在一个年度内只能使用一次的

规定，如果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一部分以年终奖的形式

发放，另一部分则以月奖、季奖、半年奖发放的方式并入

工资计税。假设下页表中月工资已扣除“三险一金”，奖励

性绩效工资分摊至各月的部分与当月工资合并作为工资

薪金所得计算缴税，也可将1 ~ 11月分摊的奖励性绩效工
资与工资合并计税，12月分摊的奖励性绩效工资作为一
次性奖金计税，这种方式税负有时会减少（如情形一和

情形三）；每个季度发放时，前三季发的绩效工资与当月

工资合并计税，最后一季发放的绩效工资作为年终一次

性奖金计税；每半年发放时，将年末发放的绩效工资作为

年终一次性奖金计税。

月工资及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不同，最节税发

放方式也会不同，关键看哪种发放方式能降低月工资和

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的适用税率。一般而言，当月工资扣

除“三险一金”后的金额低于费用扣除额时，适宜将全年

奖励性绩效工资分摊至各月，避免了工资时高时低，能降

低适用税率，减轻税负甚至可以不用缴税；当月工资扣除

“三险一金”后的金额高于费用扣除额且全年奖励性绩效

工资总额不超过 18 000元时，适宜采用年终一次性发放
方式；当月工资扣除“三险一金”后高于费用扣除额且全

年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超过 18 000元时，哪种方式最节
税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笔者用上述方法测算月工资均为4 300元，全年奖励
性绩效工资分别为18 001元、24 000元、54 001元的情况，
得出的结论是分摊各月最节税。当月工资为 4 300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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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奖励性绩效工资为54 000元或月工资为5 500元、全年
奖励性绩效工资为 25 000元时，得出的结论是年终一次
性发放最节税。

事业单位在制定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方案时，应根

据职工的月工资和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情况，结合

全年一次奖金的计税方法和 7级超额累进税率表中的级
距特点统筹分析，测算出不同发放方式下应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并进行比较，制定合理的节税方案，降低职工全年

收入适用税率，合理合法地减轻职工的个人所得税负担。

五、个人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单位应设置“应缴税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账

户，该账户贷方登记单位在向个人支付工资所得时代扣

的个人所得税，借方登记已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的个人

所得税。该账户期末余额一般在贷方，表示期末累计已代

扣尚未申报解缴的个人所得税额。个人所得税从工资中

代扣时，借记“应付职工薪酬——代扣个人所得税”科目，

贷记“应缴税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科目。上缴代

扣的个人所得税时，借记“应缴税费——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最后，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和完善事业单位

个人所得税的管理：①加强事业单位职工的纳税意识，对
财会人员进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业务培训；②为便于
单位财会人员计算个人所得税和税务部门有效监管，统

发工资不再由财政部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是由各

事业单位自行承担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③税务部
门针对现行年终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出现临界区间的不

合理现象，进行税法修订；④单位在制定绩效工资分配方
案时应充分征求财务人员意见，选择最优分配方案，合理

合法地减轻个人所得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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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各月
工资

4 300

2 800

4 300

2 800

奖励性
绩效工
资总额

24 000

24 000

12 000

12 000

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方式

年终考核后12月末一次性发放

7月、12月分别发12 000元

每个季度末发6 000元

分摊至各月与当月工资合并计税
或将 12月分摊的绩效工资 2 000
元作为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

年终考核后12月末一次性发放

7月、12月分别发12 000元

每个季度末发6 000元

分摊至各月与当月工资合并计税
或将 12月分摊的绩效工资 2 000
元作为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

年终考核后12月末一次性发放

7月、12月分别发6 000元

每个季度末发3 000元

分摊至各月与当月工资合并计税
或将 12月分摊的绩效工资 1 000
元作为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

年终考核后12月末一次性发放

7月、12月分别发6 000元

每个季度发3 000元

分摊至各月与当月工资合并计税
或将 12月分摊的绩效工资 1 000
元作为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

全年应纳税额

（4 300-3 500）×3%×12+（24 000×10%-105）=2 583

（4 300-3 500）×3%×11+［（4 300+12 000-3 500）×
25%-1 005］+12 000×3%=2 819

（4 300-3 500）×3%×9+［（4 300+6 000-3 500）×
20%-555］×3+6 000×3%=2 811
［（4 300+2 000-3 500）×10%-105］×12=2 100
或［（4 300+2 000-3 500）×10%-105］×11+（4 300-
3 500）×3%+2 000×3%=2 009
（24 000-700）×10%-105=2 225

［（2 800+12 000-3 500）×25%-1 005］+（12 000-
700）×3%=2 159
［（2 800 +6 000- 3 500）×20%-555］×3+（6 000-
700）×3%=1 674
（2 800+2 000-3 500）×3%×12=468
或（2 800+2 000-3 500）×3%×11+（2 000-700）×
3%=468

（4 300-3 500）×3%×12+12 000×3%=648

（4 300-3 500）×3%×11+［（4 300+6 000-3 500）×
20%-555］+6 000×3%=1 249
（4 300-3 500）×3%×9+［（4 300+3 000-3 500）×
10%-105］×3+3 000×3%=1 131

［（4 300+1 000-3 500）×10%-105］×12=900
或［（4 300+1 000-3 500）×10%-105］×11+（4 300-
3 500）×3%+1 000×3%=879

（12 000-700）×3%=339

［（2 800+6 000-3 500）×20%-555］+（6 000-700）
×3%=664
［（2 800+3 000-3 500）×10%-105］×3+（3 000-
700）×3%=444

（2 800+1 000-3 500）×3%×12=108
或（2 800+1 000-3 500）×3%×11+（1 000-700）×
3%=108

税负比较

分摊至各月税
负最低；年终
一次性发放次
之；每季度及
半年发放税负
最高

分摊至各月税
负最低；每季
度及半年发放
税负次之；年
终一次性发放
税负最高

年终一次性发
放税负最低；
分摊至各月次
之；每季度及
半年发放税负
最高

分摊至各月税
负最低；年终
一次性发放次
之；每季度及
半年发放税负
最高

奖励性绩效工资不同发放方式税负比较表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