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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7_91_E7_B1_BB_E5_c46_544680.htm 任职受雇的单位对职

工发放与任职受雇有关的“奖金”，是个人工资薪金的组成

部分，应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但

按照目前相关的政策规定，不同形式的奖金，其计税方法不

一样，产生的税负也不一样。那么，对奖金征收个人所得税

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政策差异根据现行政策规定，个人取得

的不同类型的“奖金”，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不一样。 1、

对每月随工资发放的奖金（通常称为“基本奖金”）是职工

工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按月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数月发

放的一次性奖金（简称“数月奖金”），应在发放当月单独

作为计税基数计算个人所得税。但国内人士和外籍人员适用

这一规定的形式不一样，中方人员取得一次性奖金（假如

为800元），当月的工资（假设为1000元）如果不足费用扣除

标准（如福建省扣费标准为1100元），其差额部分（1000

－1100＝－100）可从一次性取得的奖金中先行补足后，剩余

部分（800－100＝700）再单独计算个人所得税。外籍人员取

得的一次性数月奖金，不考虑其当月工资薪金是否达到纳税

标准，对达不到标准的不享受补差的优惠，而直接以一次性

奖金为基数计征个人所得税。 3、对实行“双薪制”的机关

、团体、企事业单位职工取得的年终第13个月奖励性工资（

简称“双薪制奖金”），实际就是单位年终对职工考核后给

予的奖励，纯粹是一种年终奖的概念，其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办法与上述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办法一样。 4、实行年薪制的



企业经营者年终考核后取得的年度经营奖励收入（简称“年

薪制奖金”），应与月份预发的工资合并，再按全年12个月

平均后按月计算个人所得税。 5、机关、企事业单位特别是

学校在招聘人才时给予的房屋、车辆等实物奖励（简称“实

物奖金”），是其工资薪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确定个人所

得税计算基数时，允许将实物奖励金额按外聘人员所承诺的

服务年限（但高于5年的按5年计算）平均分摊为月份收入后

并入工资薪金中计算个人所得税。 6、公司企业或事业单位

在招聘人才时给予的认购股票权证，待个人实现认购股票后

所得到的与股票实际价值的差价收入，实际是任职受雇单位

给个人的物质奖励（简称“股权奖金”），是其工资薪金所

得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并入工资薪金计征个人所得税，但由

于这些收入一般价值过大，所以政策允许在具体计税时，将

这部分差价收入在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时间里平均摊入工资薪

金计算个人所得税。不同类型奖金的认定方法 1、对于基本

奖金，随工资发放，在工资单中注明，一般每月数额不变且

不大。人事制度相对健全的单位，基本奖金一般是事先定明

或在合同中明确记载的。对实行计件工资制并规定每月完成

一定量就可以发放奖金的企业，其按每月实际完成的量计发

的奖金属于基本奖金的概念。 2、对于数月奖金，从概念上

讲，“数月”属二个月以上，只要发放的奖金属于超过二个

月的，均可认定为数月奖金。如何发放一般情况下事先都在

文件规定或临时会议纪要中明确。在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当

了解会计的原始凭证记录，如会议纪要中明确发放季度奖或

半年奖或年度奖及不同人员的不同数额等；二是除季度奖、

半年奖和年度奖三类特殊奖金外，数月奖金一般不得重复，



如三月发1－2月奖金，四月发1－3月奖金，五月发1－4月奖

金等，这是明显的分解收入，对此情况税务机关可以合并其

收入。三是同一笔奖金分月发放的应当合并申报计税，包括

不同月份发放奖金的会计原始凭证如果相同，则说明其属同

一笔奖金，也应当合并计税。最近，某报刊登的有关年终奖

发放及节税的税收筹划文章称，年终奖金的节税方法之一是

将其分三个月发放。笔者认为，这是对数月奖金计税方法的

误解。关键是数月奖金的发放形式必须是有权决定的部门做

出的，实际也是对税法有关“次”收入的理解，与分几个月

发放无关。 3、对于双薪制奖金，目前基本上是在机关、事

业单位和规范的国有企业中试行，发放时均有文件依据，凭

文件确认即可。 4、对于年薪制奖金，不同类型的企业单位

，决定年薪制的方法不同，税务机关应当根据决策者事先的

决定文件和年薪计发办法来确定是否应享用年薪制的计税办

法，对临时或事后决定如2004年末或2005年初决定对企业经

营者2004年度的生产经营实行年薪制制度的，不应当做为享

受年薪制优惠计税办法的依据。 5、对于实物奖金，这类奖

金多发生在手中拥有一定技术、或具有某方面专长的人身上

，能得到这类奖金的人，应聘时与用人单位一定有签定合同

，企业在账上对此事项的记录也是相当明确的。在实际操作

中，实物奖金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人单位购房、购车等后

送给应聘者。采用此种办法的，个人所得税计算可以套用实

物奖金的计税办法。另一种是应聘者自己去购房、购车，单

位则在合同规定的金额内予以补助。而补助也有两种形式，

一种形式是直接补助个人，这种形式下，个人所得税计算是

否可以套用实物奖金的计税办法？主要问题是如何确认，一



般情况下，确认难度较大、漏洞也较大，只能按单位给予的

一次性奖金办法来计税；另一种形式是汇款到销售单位（如

购房的汇到售房单位或个人等），这种形式下，一般确认难

度不大，可以套用实物奖金计税办法。 6、对于股权奖金，

多发生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单位，如单位聘用网络人才等。这

种聘用，合同记载齐全，涉及金额较大，兑现记录明确，因

此确认没有难度。但对母公司在境外、股权奖励具体操作也

在境外的单位，由于保密性较强，则主要依靠个人主动申报

，或通过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境内公司涉及境外业务需要

境外提供财务审计报告而披露等途径获知。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