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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教材精讲班

考点五 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二、应纳税额计算的其他规定

（一）个人领取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征税规定

1.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领取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符合规定的，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计算应纳税

款。

领取方式 税务处理

按月领取 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按季领取 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按每月领取额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按年领取 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2.一次性领取年金

个人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资金
适用综合所得的税率表计税

个人死亡后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余额

其他情形 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税

综合所得的税率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3 0

2 超过 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月度税率表（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 3 0

2 超过 3000 元至 12000 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 12000 元至 25000 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 25000 元至 35000 元的部分 25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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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15160

（二）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收入的征税规定

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助费）

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 免征个人所得税

超过 3 倍数额的部分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例题·单选题】某企业雇员张某 2022 年 1 月 31 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领取经济补偿金 650 000 元。假定当

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 50 000 元，对于该笔经济补偿金，张某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元。

A.29 840

B.97 080

C.142 080

D.195 000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超过上年平均工资三倍以上的部分=650 000-50 000× 3=500 000（元）；找到适用税率为 30%，速算扣除

数为 52 920 元。应纳个人所得税=500 000×30%-52 920=97 080（元）。

（三）提前退休一次性补贴收入的征税规定

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实际年度数平均分

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计税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

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

（四）内部退养一次性补贴收入的征税规定

1.实行内部退养的个人在其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工资、薪金，不属于离退

休工资，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2.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应按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所

属月份进行平均，并与领取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减除当月费用扣除标准，以余额为基数确定适用税率（月度

税率表） ，再将当月工资、薪金加上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减去费用扣除标准，按适用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理解方法】商数→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税额

（1）内部退养收入/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所属月份＝商数

（2）商数＋当月的“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余额，据以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3）应纳税额＝（内部退养收入＋当月工资、薪金－费用扣除标准）×税率－速算扣除数

3.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重新就业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应与其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同

一月份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并依法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五）单位低价向职工售房的征税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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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按低于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出售住房给职工，职工因此而少支出的差价部分，符合相关规定的，不并入当年综合

所得，以差价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职工实际支付的购房价款低于该房屋的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的差额 × 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六）个人取得公务交通、通讯补贴收入的征税规定

个人因公务用车和通讯制度改革而取得的公务用车、通讯补贴收入，扣除一定标准的公务费用后，按照"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七）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收入的征税规定。

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在减除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后，按 "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

所得税。

（八）离退休人员从原任职单位取得各类补贴、奖金、实物的征税规定

离退休人员除按规定领取离退休工资或养老金外，另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不属于免税的退休

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应在减除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九）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征税规定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超过规定的比例和标准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应将超过部分并入

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单位和个人分别在不超过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12%的幅度内，其实际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允许在个人应纳税所

得额中扣除。

【注意】单位和职工个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平均工资不得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具体标准按照各地有关规定执行。单位和个人超过规定比例和标准缴付的住房公积金，应将超过部分并入个人当

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十）企业为员工支付保险金的征税规定

对企业为员工支付各项免税之外的保险金，应在企业向保险公司缴付时并入员工当期的工资收入，按"工资、薪金所得

"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税由企业负责代扣代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