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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八类典型问题 随着居民收入平的不断提高，个人所得

税也快速增长，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但是由于

纳税主体的分散性以及个人收入方式的多元化趋势，收入来

源具有的多样性和隐蔽性特征，加上目前纳税人缴纳个人所

得税的意愿还相对比较弱化，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一直是一个

难点，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在近年来的审计中，我们发现

有八类漏缴个人所得税的常见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 一类

是企业分配股权红利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不足。随着企业改

制以及股份制企业、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个人直接参股或

通过职工持股会参股的情况越来越多。红利发放征收个人所

得税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个税增长的重要支撑。很多单位红

利个税已远远超过工资、薪金个税。国家税务总局国税

发[1994]089号文件明确规定“股份制企业在分配股息、红利

时，以股票形式向股东个人支付应得的股息、红利（即派发

红股），应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按利息、

股息、红利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

规定“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

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

，国税函发[1998]289号文件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

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

发gt.198号）中所表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

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



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

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

所得税”。在审计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发现部分单位派发

红利或转增股本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不足，有的甚至不作

扣缴。 二类是支付职工集资利息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不足

。职工集资的方式在我国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一些企业因

资金紧张，银行贷款手续繁琐等原因，经常以职工集资方式

筹措资金发展生产，以解燃眉之急。企业向职工集资形成企

业对职工的负债，是一种融资行为，要向职工支付集资利息

，而集资利息对于职工个人来说，属于个人所得，应按“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税率20%）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审

计中发现不少单位在发放集资利息时未按税法规定扣缴个人

所得税，有的不代扣代缴，有的扣缴不足。其中，扣缴不足

的主要原因是有的单位认为集资利息类似于银行储蓄存款利

息按5%的税率缴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02号规定：

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减按5%的比例税率执

行。减征幅度的调整由国务院决定。可见，5%的比例税率明

确适用于储蓄存款，因此对单位支付给个人的集资利息，仍

然按照20%的比例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三类是当月分

次发放的工资薪金所得未合并计税造成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不足。在审计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就是对当月分次发放的工资薪金所得未合并计税。《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

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第五条明确规定

“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它各种名目奖金，如

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



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由于

单次发放的规模相对较小，适用的税率较低或达不到起征点

，很多单位通过化整为零，或是不将各种形式的收入所得合

并，从而造成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不足。 四类是企业和单位

为职工购买的商业保险未扣缴个人所得税。时下，很多企业

把为职工购买商业保险作为一种福利支付形式，但很多单位

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国税函〔2005〕318号文件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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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该保险落到被保险人的保险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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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

由企业负责代扣代缴。”可见，企业为职工购买的商业险仍

是为职工个人支付，因此应分解并合并到每个员工当月的工

资薪金所得征税。 五是企业和单位向个人发放公务交通、通

讯等补贴未纳入扣缴个人所得税的范围。向职工发放公务交

通、通讯等补贴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实际上已成为很多单

位为职工支付福利的一种形式，在审计实际工作中，我们发

现不少单位未将其纳入个人所得税的扣缴范围。国税发

〔1999〕58号文件明确规定“个人因公务用车和通讯制度改

革而取得的公务用车、通讯补贴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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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月发放

的，并人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不按月发放的

，分解到所属月份并与该月份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计征个人

所得税。公务费用的扣除标准，由省级地方税务局根据纳税

人公务交通、通讯费用的实际发生情况调查测算，报经省级

人民政府批准后确定，并报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六是企业

和单位为职工提供的免费旅游未纳入扣缴个人所得税的范围



。为职工提供的旅游补贴或直接组织免费旅游、公费旅游是

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实质也是为个人支付的一种福利或奖

励，属于个人所得，在审计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多数单位

未将其纳入个人所得税的扣缴范围。财税〔2004〕11号文件

规定：企业和单位对营销业绩突出人员以培训班、研讨会、

工作考察等名义组织旅游活动，通过免收差旅费、旅游费对

个人实行的营销业绩奖励（包括实物、有价证卷等），应根

据所发生费用全额计入营销人员应税所得，依法征收个人所

得税，并由提供上述费用的企业和单位代扣代缴。其中，对

企业雇员享受的此类奖励，应与当期的工资薪金合并，按照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其他人员享受

的此类奖励，应作为当期的劳务收入，按照“劳务报酬所得

”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七是企业和单位通过多提工会经费

、职工福利费等办法以达到漏缴个人所得税的目的。在审计

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多单位为了增加个人收入而不缴纳

个人所得税，将要发放给个人的收入计提到工会经费之中，

但并没有真正用到工会活动中去，一部分以现金的形式发给

个人，一部分以实物的形式发给个人；还有的单位通过多提

职工福利费或通过管理费用等科目向个人发放过节费、职工

医疗补助费、员工住房补贴，未按税法规定计入工资薪金所

得项目扣缴个人所得税。 八是企业和单位以报销发票费用的

形式变相发放职工的薪酬来达到避税的目的。在审计实际工

作中，我们发现不少单位以办公费、路桥费、住宿费等名义

和以各种渠道取得的发票入账，套取现金用于发放补贴而不

缴个人所得税；一些实行绩效薪酬考核的单位以报销发票费

用的形式让职工套取部分绩效工资，以达到降低个人所得税



税率并少缴税的双重目的。 以上八类问题是近年我们在审计

实际工作中发现的在个人所得税征缴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或普

遍性的问题，反映了一方面纳税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愿比

较弱化、依法纳税的意识依然淡薄，主观上存在隐瞒收入，

故意偷逃税的意识，从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两种

征收方法来看，意愿的弱化造成自行申报的效果不甚理想，

而代扣代缴的单位来自内部的压力很大，有的甚至主动地或

统一地为员工避税；另一方面税务部门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

还不健全，无论是代扣代缴和还是自行申报，其申报、审核

、扣缴制度等都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受目前征管体制的局限，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

质性的配合措施，信息不能实现共享，形成了外部信息来源

不畅，税务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税源组织征管，出现了大量的

漏洞。 审计部门建议税务部门要重视以上八类现象，积极采

取相关对策。一是要研究制定有效的征管措施。要进一步堵

塞个人所得税征管漏洞，加快建立个人所得税重点纳税人的

监控体系，建立针对高收入重点纳税人的档案管理系统，对

其实施重点追踪管理，将真正的高收入者纳入到税收重点监

控的对象中来。二是要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要从正反面的

宣传着手，一方面加大税法的宣传、辅导和培训力度，另一

方面严厉打击偷漏税行为，对偷漏税反面典型进行广泛宣传

报道，强化其示范效应，以维护税法的尊严，增强税法的威

慑力。三是强化税务稽查。在目前纳税人主动纳税意愿相对

弱化的征税环境下，强有力的税务稽查制度，是个人所得税

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制度能够得以高效运行的关键。强化税

务稽查不仅要为稽查人员配备现代化高科技的稽查手段，更



重要的是要提高其业务能力和政治素质，提高稽查质量。在

稽查力量有限的情况下，要加强对高收入行业或人群的纳税

检查，以突出稽查的重点，提高稽查效率。此外，对税务稽

查的结果，要加大处罚力度，一方面要改变“重查补而轻处

罚”做法，另一面要对税务处罚自由裁量权过大予以控制，

避免人治大于法治的现象。四是要加强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

。税收征管要逐步实现专业化和现代化，通过计算机完成税

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资料保管等工作，逐步实现

同财政、银行、企业等有关部门的联网，以计算机网络信息

化为依托，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

控。五要加强社会综合治税。要改变税务部门单一治税、纳

税信息不对称的局面，有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鼓励政府各部

门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综合治税，按源头控管、方便征管的

原则，以协助监督、信息共享、委托代征等主要方式，建立

“政府领导、税务主管、部门配合、司法保障、社会参与”

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治税体系，形成社会综合协税、护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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