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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6/2021_2022__E5_8E_98_E6

_B8_85_E4_B8_8E_E2_c46_76884.htm “工资总额”、“工资

、薪金支出”、“工资、薪金所得”，这是财务人员经常谈

及的三个概念，但多数财务人员往往因概念上的模糊导致纳

税调整时混淆了三者的范围。总体来说，三者的区别主要体

现在概念、范围、依据三方面。 工资总额是统计学概念为保

证国家对工资进行统一的统计核算和会计核算，国家统计

局1990年1月1日发布了《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明确

指出工资总额是指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

部职工的劳动报酬总额。工资总额的计算应以直接支付给职

工的全部劳动报酬为根据。 工资总额由六部分组成：计时工

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特殊情

况下支付的工资，包括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

病、工伤、产假、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定

期休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工资

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 工资总额不包

括：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规定颁发的创造发明奖、自然科

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支付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改进奖以

及支付给运动员、教练员的奖金；职工死亡丧葬费及抚恤费

、医疗卫生费或公费医疗费用、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集体

福利事业补贴、工会文教费、集体福利费、探亲路费、冬季

取暖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以及洗理费等劳动保险和职工福

利方面的各项费用；有关离休、退休、退职人员待遇的各项

支出；工作服、手套等劳保用品，解毒剂、清凉饮料，以及



按照1963年7月19日劳动部等七单位规定的范围对接触有毒物

质、矽尘作业、放射线作业和潜水、沉箱作业、高温作业等

五类工种所享受的由劳动保护费开支的保健食品待遇等劳动

保护的各项支出；稿费、讲课费及其他专门工作报酬；出差

伙食补助费、误餐补助、调动工作的旅费和安家费；实行租

赁经营单位的承租人的风险性补偿收入；对购买本企业股票

和债券的职工所支付的股息（包括股金分红）和利息；劳动

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由企业支付的医疗补助费、生活

补助费等；支付给参加企业劳动的在校学生的补贴；计划生

育独生子女补贴。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时，只有实行

工效挂钩的企业才涉及“工资总额”这一概念。 工资、薪金

支出是企业所得税概念《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

发〔2000〕84号）规定，工资、薪金支出是纳税人每一纳税

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与其有雇佣关系的员工的所有现

金或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

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

他支出。地区补贴、物价补贴和误餐补贴也应作为工资薪金

支出。 在本企业任职或与其有雇佣关系的员工包括固定职工

、合同工、临时工，不包括应从提取的职工福利中列支的医

务室、职工浴室、理发室、幼儿园、托儿所人员；已领取养

老保险金、失业救济金的离退休职工、下岗职工、待岗职工

；已出售的住房或租金收入计入住房周转金的出租房的管理

服务人员。 下列支出不作为工资、薪金支出：雇员向纳税人

投资而分配的股息性所得；根据国家或省政府的规定为雇员

支付的社会保障性缴款；从已提取职工福利基金中支付的各

项福利支出（包括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探亲路费等），各项



劳动保护支出；独生子女补助；纳税人负担的住房公积金；

国家税务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项目。 除

另有规定外，工资、薪金支出实行计税工资扣除办法。 工资

、薪金所得是个人所得税概念《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明

确，工资、薪金所得是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

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

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下列收入不计入工资、薪金所得

：独生子女补贴、托儿补助费、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执

行公务员工资制度未纳入基本工资总额的补贴、津贴差额和

家属成员的副食品补贴等。 而有的支出（或收入）同时属于

“工资总额”、“工资、薪金支出”和“工资、薪金所得”

；有的支出（或收入）则不同时属于上述三个范畴。如：误

餐补助不属于工资总额，却包括在工资、薪金支出中。同时

，根据相关规定，个人因公在城区、郊区工作，不能在工作

单位或返回就餐的，根据实际误餐顿数，按规定标准领取的

误餐补助不属于工资、薪金所得，如果是单位以误餐补助名

义发给职工的补助、津贴就得计入工资、薪金所得。 再如：

劳动合同制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时由企业支付的医疗补助费、

生活补助费，不计入工资总额。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

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57号）的规

定，个人因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而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

入（包括用人单位发放的经济补偿金、生活补助费和其他补

助费用）应计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 由

上可以看出，“工资总额”、“工资、薪金支出”与“工资

、薪金所得”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企业财务人员不



能混淆概念，要分别不同的场合和目的正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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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