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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工薪所得税纳税筹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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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高校教职工上缴个人所得税的数量因收入的增长也有很大的提升"教职工也越来越关注纳税筹划

的问题"如何在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内合理节税"运用科学的筹划方法减轻高校教职工的负担$本文通过介绍纳税筹

划的相关理论"针对不同的工薪种类提出纳税筹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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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纳税筹划起步较晚"财务人员为了工作方

便"采取省心省力的简单操作"纳税扣缴只是进行简

单的合并计税"致使教职工的利益受到侵害"打击了

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

.

$纳税筹划是针对高校工薪

纳税中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税法规定所提供的有关

优惠政策"为教职工谋取更大的利益"达到节税的

目的$

一"高校工薪所得税筹划原则

#一$守法原则

高校工薪所得税筹划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

律制度"以我国个税法律法规为基础"通过合理的税

收筹划手段减少纳税$

#二$筹划原则

应按照国家的政策法规进行税款征收"建立健全

高校分配制度"科学规范的制定教职工绩效考核制度

以及合理的分配方案"激发教职工的积极性"促进高

校可持续发展$

#三$效益原则

高校工薪所得税筹划要切实为教职工着想"立足

于教职工的利益"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原则的基础

上"确保教职工的利益最大化$

二"高校工薪所得税筹划目标

为了保证教职员工的利益不受到损害"在分类税

制下"要保证教职员工的收入应得既得"保证财务部

门正确依法核算"不得随意扣缴教职员工的个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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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筹划理论由此产生"即是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个税

法和相关政策下的博弈-

!

.

$纳税筹划的目的是减轻

高校教职员工的税负"最大维护教职员工的利益"调

动其工作积极性$纳税筹划必须在依法纳税的前提

下"巧妙运用政策的情况下进行$

高校工薪纳税筹划不仅仅是高校财务人员的工

作"教职工作为纳税主体也应当参与到纳税筹划工作

中"财务人员应合理划分教职员工收入类别"严格按

照个人所得税法进行征缴计算-

%

.

"教职工也可以通过

教代会提案等方式和财务人员交流"确保依法计税"

但不随意计税$要掌握相关的税务知识和会计知识"

努力做到扣税风险最小化$

三"高校工薪所得税筹划要点

#一$基本工资和绩效发放

高校工薪包含日常基本工资和绩效奖金等$应

尽量避免发放前应税项目收入"如果有少量的应作以

说明"发放后项目进行分项扣税和连续扣税-

&

.

$

#二$补发薪酬发放

补发薪酬在高校也是普遍发生"会集中在某一个

月集中一次性发放$应注意合理调节补发薪酬的周

期"达到合理节税的目的$

#三$超课时费和年终奖

一般情况下"高校教师年终会发放*超课时费,"

高校行政人员会有相应的基础奖金"不论是奖金还是

超课时费"高校财务部门都应对教职员工的收入进行

合理筹划"做到收益最大化"合理节税$

#四$其他收入

在分类税制下"应该认真区分高校教职员工的其

他收入类别"严格区分劳动报酬所得和工薪所得"应

单独计税$

四"高校工薪所得税筹划方法

#一$日常基本工资和绩效发放筹划

#A

对工薪发放前扣税项做说明

工薪发放前收入指的是一部分除了工资薪金以

外的收入在工资薪金之前发放$比如教职工工资在

每月的
#H

日发放"而某教工因为其他事项需要在
F

日发放
#"""

元"而他的工资是
F"""

元在
#H

日发放"

该月他则需扣税为%

#"""gF"""B%H""

&

i#"TB#"H

c!&H

元"上个月他发工资扣税为%

F"""B%H""

&

i

#"TB#"Hc#&H

元"比上个月税多了
#""

元"他就会

认为税多扣了
#""

元"内心十分不满$这样的发放建

议调整发放次序或者是单独列示"让教职工一目了

然"不会产生对财务工作的误解$

!A

工薪发放后应分项扣税和连续扣税

一些教职工在工薪发放之后"还会发生一些零星

收入$财务人员应该严格考核应税项目"如果该项目

属于工薪收入%岗位职责之内的劳务所得&的合并工

薪计税"如果该项目不属于工薪收入%岗位职责以外

的劳务所得&应按相关规定进行计税$如某位行政人

员利用周末参加监考"监考费
&""

元"如果财务人员

直接合并其工薪扣税"如果这位教工的工薪为
$"""

元"那么
&""

元监考费则需扣税为
&""i!"Tc$"

元"而监考费的取得是教职工岗位职责以外的收入适

用劳务报酬计税"税率百分之二十"起征点为
$""

"所

以
&""

元监考费不应该扣税$

#二$补发薪酬筹划

高校每年都会有教职员工因职称职务等晋升发

生工资变动的现象"随之也会出现工薪补发活动$如

果会计人员一次性补发一笔大额薪金"按照税法就要

和当月工薪合并进行计税处理$比如
#!

月份王老师

开始实施新的职称工资"工资由原
H"""

元提高到

F"""

元"执行时间从
#

月份开始"那么需要补发
#B

##

月差额部分共计
##"""

元$如果财务人员按照规

定计税"补发部分则需扣税%

##"""gF"""B%H""

&

i

!HTB#""HB

%%

F"""B%H""

&

i#"TB#"H

&

c!!!H

元"如果将补发部分分到以后
##

个月平均补发"补发

部分则需扣税%%

#"""gF"""B%H""

&

i#"TB#"HB

%%

F"""B%H""

&

i#"TB#"H

&&

i##c##""

元
A

明显较

前者节省出
##!H

元"财务人员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

前提下"为教师创造出利益
##!H

元$

#三$年终奖发放筹划

年终奖%超课时费和年终奖金&的发放具有发放

数额高和次数集中的特点-

H

.

"按照税法规定"这样的

发放每个人每年仅限一次$这是一种限制性的优惠

政策"很多单位都会使用该政策发放年终奖$由于个

税采用的是累进税率制"年终奖计算采用的是跳跃式

税率"如表
#

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税税率表"该算法

存在一定缺陷"存在个税优惠盲区"存在*留
#

弃
##

,

的现象$如表
!

年终奖个税优惠盲区计算表$

由
#

表我们可以明白年终奖如何计算"如果财务

人员在年终奖发放的过程中一味使用年终奖计税办

法进行个税计算"就会出现如表
!

中的*留
#

弃
##

,的

现象$如果有位教职工年终奖应发金额为
#D"""

元"

则需扣税为
#D"""i#"TB#"Hc#CDH

元"实发金额

为
#C!"H

元"假如他应发金额为
#$"""

元"则需扣税

为
H&"

元"实发金额为
#C&F"

元"结果是应发多了

#"""

元"实发少了
!HH

元$这样就出现了应发多"实

发少"应发少"实发多的现象$这样会挫伤教职工的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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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出现临界点盲区的现象"财务人员应该做好

筹划"

#D"""

元分为
#$"""

元和
#"""

元"

#$"""

元按照

年终奖计税方式计税"剩余的
#"""

元和当月工薪合

并计税"如果教职工的当月工资为
C"""

元"那么他的

计税税率在
#"T

区间"加上
#"""

元没有超出本身的

税率区间"

#"""

元则需扣税
#""

元"

#D"""

元共计扣

税
H&"g#""cHH"

元"这样比一次性发放节省了
#!&H

元"保障了教职工的利益$

表
#

!

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得税税率表

级数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所得额%单位#元&

含税级距 不含税级距
税率%

T

&

速算扣

除数

#

不超过
#$"""

不超过
#C&F" % "

!

超过
#$"""

至
H&"""

的部分 超过
#C&F"

至
&$C"H

的部分
#" #"H

%

超过
H&"""

至
#"$"""

的部分 超过
&$C"H

至
$FDHH

的部分
!" HHH

&

超过
#"$"""

至
&!""""

的部分 超过
$FDHH

至
%#F""H

的部分
!H #""H

H

超过
&!""""

至
FF""""

的部分 超过
%#F""H

至
&F&CHH

的部分
%" !CHH

F

超过
FF""""

至
DF""""

的部分 超过
&F&CHH

至
F!DH"H

的部分
%H HH"H

C

超过
DF""""

的部分 超过
F!DH"H

的部分
&H #%H"H

表
!

!

年终奖个税优惠盲区计算表#单位!元$

年终奖 除以
#!

商数 税率%

T

& 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额 多发金额 多交金额

#$""" #H"" % " H&" " "

#$""# #H""A"$ #" #"H #FDHA# # ##HHA#

#D!$%A%% #F"FAD& #" #"H #$!%A%% #!$%A%% #!$%A%%

H&""" &H"" #" #"H H!DH " "

H&""# &H""A"$ !" HHH #"!&HA! # &DH"A!

F"#$CAH H"#HAF% !" HHH ##&$!AH F#$CAH F#$CAH

#"$""" D""" !" HHH !#"&H " "

#"$""# D"""A"$ !H #""H !HDDHA!H # &DH"A!H

##&F"" DHH" !H #""H !CF&H FF"" FF""

&!"""" %H""" !H #""H #"%DDH " "

&!"""# %H"""A"$ %" !CHH #!%!&HA% # #D!H"A%

&&CH"" %C!D#AFC %" !CHH #%#&DH !CH"" !CH""

FF"""" HH""" %" !CHH #DH!&H " "

FF"""# HH"""A"$ %H HH"H !!H&DHA%H # %"!H"A%H

C"FH%$A&F H$$C$A!# %H HH"H !&#C$%A&F &FH%$A&F &FH%$A&F

DF"""" $"""" %H HH"H %%"&DH " "

DF"""# $""""A"$ &" #%H"H &#$&DHA&H # $$"""A&H

##!"""" D%%%%A%% &" #%H"H &D"&DH #F"""" #F""""

五"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事业的进步"高校教职员工的

收入也在不断的提高"相应的所得税也有大幅度提

升"作为纳税义务人的高校教职员工获得的收入是扣

缴各项扣款之后的*净收入,"没有几个人能清楚的知

道自己收入的详细情况$他们肯定希望得到税收待

遇的公平"不想蒙受太多的纳税损失"享受个税政策

带来的实惠$这就要求财务工作者能够站在教职员

工的利益之上为他们考虑"通过纳税筹划严格区分教

职员工的收入分类"进行单独计税$在处理超课时费

和年终奖金的时候更应该认真筹划"避免应发少的实

发多"应发发多的实发少%扣税盲区&的现象发生$这

样"不仅仅会挫伤教职工的积极性"还会对财务工作

产生否定的态度$财务人员要灵活掌握和合理运用

财税相关知识"合理筹划计税"确保教职工利益最大

化"提高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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