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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6_B3_A8_c46_78981.htm （一）资料及要求 1、某企业因减

员增效对部分职工实行内部退养办法。2000年7月，职工王某

办理“内退”，王某离法定退休年龄相差正好180个月，因内

退取得一次性收入45000元，本月份工资奖金共计1040元。办

理“内退”后，从8月份开始每月只能得到基本工资450元

。2000年12月份，王某在另一单位重新就业，当月取得工资

薪金1000元。试计算王某7月～12月各月应纳个人所得税。 2

、某公司员工李某因故被老板“炒鱿鱼”，临走前一次性得

到退职费 15000元。该员工受聘期间每月工资收入1200元。计

算李某应纳个人所得税。 3、某集体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对部

分职工实行“买断”工龄，即“买断”工龄的职工与企业解

除劳动合同，并依其在企业受雇的工作年限按照一定的标准

一次性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金。职工张某已在企业工作10年

，因“买断”工龄，一次性取得补偿收入24000元。试计算张

某应纳个人所得税。 （二）答案： 1、税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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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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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应纳税所得额＝45000÷180＋1040

－800＝490（元） 适用税率为5%，应纳税额＝（45000＋1040

－800）×5%＝2262（元） 8月～11月每月取得的基本工资，



不属于离退休工资，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征税，但

因每月收入均低于法定免征额（800元），故不征个人所得税

。 12月份，因王某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

之间又重新就业，并取得了“工资、薪金”所得，那么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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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纳税

额＝（1000＋450－800）×10%－25＝40（元） 应当注意：如

果将王某7月份取得的一次性收入按照180个月平均分摊后再

与当月工资1040元合并减除法定费用扣除标准作为应纳税所

得额，并按照公式“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月数”计算，那么在计算12月份应纳税额时，

就会造成对12月份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收入（450元）重复征

税。故不应采用此方法计算。 2、税法规定，个人取得的不

符合规定的退职费（如被雇主辞退或自行辞职人员），应该

缴纳个人所得税。计算办法是：个人取得的应纳税退职费收

入，属于与其任职、受雇活动有关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

，应在取得的当月按照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 由于个人退职费通常是一次性付给，且数额较大，所以在

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对于一次取得较多退职费收入划分为若

干月份的工资薪金后，按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税额；

但按上述方法划分超过了6个月工资、薪金收入的，则应按６

个月平均划分，即用退职费收入除以6，得出平均每月收入额

，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及应纳税额。该公司

应代扣李某个人所得税计算过程如下： 划分月份＝15000

÷1200＝12.5（个月） 由于超过了6个月，则按6个月计算： 

每月应纳税额＝（15000÷6－800）×10%－25＝145（元） 应



纳税额合计＝145×6＝870（元） 应当注意：如果个人退职后

６个月又再次任职、受雇的，对于个人已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退职费收入，不再与再次任职、受雇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

合并计算补缴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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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