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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教材精讲班

考点四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二）非居民个人（按月或按次分项计算）

1.工资、薪金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每月收入额-5 000

2.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1-20%）

【注意】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 70%计算。

（三）经营所得

基本原则：比对企业所得税处理，仅讲解与企业所得税不同之处。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损失-税金-其他支出-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以其应纳税所得额按适用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1.个体工商户实际支付给从业人员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在税前不允许扣

除。

【注意】取得经营所得的个人，没有综合所得的，计算其每一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时， 应当减除费用 6 万元、专

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及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在办理汇算清缴时减除。

2.分别核算生产经营费用、个人家庭费用。难以分清的，40%视为生产经营费用准予扣除。

3.三项经费的扣除

项目 扣除限额比例
计算基数

从业人员 业主

职工福利费 14%

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当地（地级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 倍职工工会经费 2%

职工教育经费 2.5%

4.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

为从业人员缴纳 分别在不超过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5%标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

业主本人缴纳
当地（地级市）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的 3倍为基数，分别在不超过该基数 5%标

准内的部分据实扣除

5.个体工商户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开发费用，以及研发而购置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测试仪

器、试验性装置的购置费可直接扣除。单台价值在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测试仪器和试验性装置，按固定资产

管理，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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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体工商户的公益性捐赠，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可以全额在

税前扣除的捐赠支出项目，按有关规定执行。个体工商户直接对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7.个体工商户按照规定缴纳的摊位费、行政性收费、协会会费等，按实际发生数额扣除。

8.个体工商户自申请营业执照之日起至开始生产经营之日止所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除为取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

支出，以及应计入资产价值的汇兑损益、利息支出外，作为开办费，个体工商户可以选择在开始生产经营的当年一次

性扣除，也可自生产经营月份起在不短于 3 年期限内摊销扣除，但一经选定，不得改变。

9.不得扣除项目：

（1）个人所得税税款；

（2）税收滞纳金；

（3）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4）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

（5）赞助支出；

（6）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

（7）其他（与经营无关的、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不准扣除的支出）。

10.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1）个人独资企业以投资者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

（2）合伙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顺序：

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人协商决定→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平均分配

（3） 生产经营所得，包括企业分配给投资者个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 （利润）。

（4）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包括参与兴办），年度终了时，应汇总从所有企业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据

此确定适用税率并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5）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其投资者个人费用扣除标准由投资者选择在其中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中

扣除。

（6）投资者及其家庭发生的生活费用不允许在税前扣除。生活费用与企业生产经营费用混合在一起难以划分的，全部

视为生活费用，不允许税前扣除。

【例题·多选题】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个体工商户的下列支出中，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的有（ ）。

A.税收滞纳金

B.个人所得税税款

C.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

D.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网校答案：ABC

网校解析：个体工商户下列支出不得扣除：①个人所得税税款；②税收滞纳金；③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④不符合扣除规定的捐赠支出；⑤赞助支出；⑥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⑦与取得生产经营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⑧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准扣除的支出。个体工商户业主的费用 60000 元/年，个体工商户业主的工资薪金支出不得税前扣

除。

（四）财产租赁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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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每次收入不超过 4 000 的，减除费用 800 元；

②4 000 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五）财产转让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收入额-财产原值-合理税费

（六）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和偶然所得

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二、公益性捐赠

1.限额扣除

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捐赠，

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限额内扣除）

2.全额扣除（P236）

（1）个人通过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事业、红十字事业、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其中

包括新建）、非营利性老年服务机构、地震灾区等事业的捐赠，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准予在税前的所得额中全

额扣除。（特殊事业）

（2）个人通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等六家、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等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准予在当年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特殊渠道）

记忆提示：朕（震）要（药）送（宋）老中青红龙（农）。

【例题·单选题】

李某是独生子，在一家上市公司工作，因为离异，自己带着一个上初中的孩子，父母已年过 60。2021 年取得工资薪金

所得 125 000 元，缴纳保险和公积金 9 500 元，其中通过民政部们将 2 000 元捐赠严重受灾的地区，则李某 2021 年计

算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是（ ）

A.10 500

B.17 500

C.19 500

D.20 000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个人公益性捐赠不得超过应纳税所得额 30%的部分可以税前扣除。捐赠限额=（125 000-60 000- 9 500-1

000 ×12-2 000 ×12） ×30%=5850（元），大于 2000 元，所以可以全额扣除。所以，李某应纳税所得额=125 000-60

000-9 500-1 000 ×12-2 000 ×12- 2 000=17 500（元）。

三、每次收入的确定

1.财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2.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3.偶然所得，以每次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4.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

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 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