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变化

首次实行综合征税 



首次设立专项附加扣除 



重磅红利：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最新个税计算方法：累计预扣预缴、汇算清缴

优惠红包：全年一次性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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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



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

学前教育：子女年满3周岁的当月至
小学入学前一月；

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当月——教
育结束当月



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方法

例1：如老员工2019年3月份向单位首次报送其正在上幼儿园的4岁女儿相关信息。

则当3月份该员工可在本单位发工资时扣除子女教育支出3000元（1000元/月×3个月）。

例2：如果该员工女儿在2019年3月份刚满3周岁，则可以扣除的子女教育支出支出

仅为1000元（1000元/月×1个月）。

例3：如某员工2019年3月新入职本单位开始领工资，其5月份才首次向单位报送正

在上幼儿园的4岁女儿相关信息。则当5月份该员工可在本单位发工资时扣除的子女教育

支出金额为3000元（1000元/月×3个月）。



专项附加扣除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定额400元/月（注：同一学历（学位）的扣除期 限
不超过48个月）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取得相关证书的当年，定额3600/年

个人接受本科及以下学历（学位）继续教育，可以选择由其父母扣除，也可以
选择由本人扣除。

留存资料：相关证书等资料

技能人员职业资
格继续教育
专业技术人员职
业资格继续教育



人社部发〔2017〕68号职业资格 

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

59项

准入类

36项

水平评价类

23项

技能人员

职业资格

81项

准入类

5项

水平评价类

76项

提醒：专扣政策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实施，该证书应当为2019年后取得



专项附加扣除-继续教育

学历（学位）继续教育
当前继续教育起始时间、当前继续教育终止时
间、教育阶段

职业资格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类型（技能人员职业资格、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
发证（批准）日期、证书名称、证书编号、发证
机关

在中国境内接受学历（学位）继续
教育入学的当月至教育结束的当月

证书上载明的发证日期



专项附加扣除-继续教育

住房贷
款利息





专项附加扣除-住房贷款利息

住房贷
款利息



专项附加扣除

住房
租金

注：市辖区户籍人口，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准



专项附加扣除-住房租金

住房
租金

主要省份、主要城市（受雇单位所在城市）、类型（个

人、组织）、出租房姓名（组织方名称）、出租房证件

类型（如是组织方不填）、身份证号码（社会统一信用

代码）、住房坐落地址、租赁期起、租赁期止



专项附加扣除—赡养老人

赡养
老人

均摊

约定分摊

指定分摊
须签订书面分摊协议，指定分推优先于约定分摊。



起止
时间

备查
资料

被赡养人年满60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采取约定或指定分摊的，需留存分摊协议



专项附加扣除-赡养老人

赡养
老人

是否独生子女、分摊方式（不是独生子女填写)、本年度

月扣除额(不是独生子女填写)

被赡养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国籍、关系（父母、

其他）、出生日期

共同赡养人信息（姓名、身份证号码、国籍）：非必填



熊大和熊二是兄弟俩，熊大在北京工作，熊二在东北老家，父母由熊

二日常照料，熊大给老人每月1500元生活费。

1.熊大可以跟熊二商议，每人每月均摊扣除1000元；

2.熊大想实际扣除1500元，熊二扣500元，行吗？

3.熊大能一人扣2000元吗？



专项附加扣除——大病医疗

大病
医疗



如何理解8万限额扣除？

1.5万元 6.5万元

扣 除 5 万 元

0元

1.5万元 9.5万元

扣 除 8 万 元

0元

0.5万元不可扣除

10万元



婚生
子女

非婚生
子女

继子女 养子女

父母之外
未成年子女

监护人

子  女

养父母

继父母

生父母

父  母



项目名称 扣除方式 是否需要相关资料

子女教育
标准定额扣除

1.父母分别扣除50%；
2.约定一方扣除100%； 无具体要求

继续教育
标准定额扣除

父母或本人扣（学历）
不能重复扣除 无具体要求
本人扣除（职业）

大病医疗
标准限额据实扣除

本人或配偶扣除
汇算清缴时扣除

应当留存医疗服务收费相关票据
原件（或复印件）

住房贷款利息
标准定额扣除

约定一方扣除
非首套房贷利息支出不得扣

应当留存住房贷款合同、贷款还
款支出凭证

住房租金支出
标准定额扣除

1.同城一方扣
2.不同城分别扣
由签订租赁住房合同的承租人除

应当留存住房租赁合同
房贷利息与房租二选一

赡养老人
标准定额扣除

1.独生子女扣除
采取指定分摊或者约定分摊的；

需要签订书面分摊协议2.非独生子女扣除
 平均、指定、约定分摊



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计算时间 



揭秘大数据综合运用浪潮对监控个人信息的重大影响

多部门信息共享

个人信息将在税务部门共享，信息孤岛被打破



我该如何在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我 是 员 工



我该如何在单位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l 自行判断
是否符合6项专项附加扣除范围的规定

l 选择通过单位扣除
通过填写相应表单，将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提供给扣

缴单位，单位接收后在发放工资时，像办理“三险一
金”扣除一样，为纳税人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l 专项可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
纳税人应当及时通过重新填报相关信息表并提交

给单位，以便按照新信息办理扣除。

l 不愿将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提供给单位
可以在纳税年度终了后的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依法向

汇算清缴地税务机关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

我 是 员 工



专项附加扣除怎么办？

汇算
清缴

ü可以选择预扣预缴环节，由扣缴单位预扣工薪所得税款时进行扣除。

ü可以选择汇算清缴环节，自主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时扣除。

有工资的纳税人
可以选择在扣缴单位
预扣预缴环节办理专
项附加扣除。

预扣预缴时没有办理专项附加扣除
或者没有享受到位的
在汇算清缴进行专项附加扣除
预扣预缴时因没有进行专项附加扣
除而多预缴的税款
纳税人可以申请退税



办理扣除时，我需要提供什么？

01

03
04

02

填写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表，提交单位办理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相关证明资料，
由纳税人留存备查。

纳税人应当对本人填写
并确认过的专项附加扣
除信息负责。

税务机关将尽量简化办税手续，尽可能少
的采集相关必要信息，减少资料报送。

以子女教育例

ü子女和配偶的姓名
ü身份证件号码
ü学籍号
ü教育阶段
ü选择扣除比例

无须另行报送资料，
视最终征求意见情
况确定



我如果没有及时将扣除信息提供给单位怎么办？

扣缴单位 自行办理

在次年3月1日至6月30日内，依法
向汇算清缴地税务机关办理综合
所得汇算清缴时申报扣除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提供给扣缴单
位在以后的月份发放工资时扣除。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额本年度扣除不完
的，不能结转以后年度扣除。1

2

3

4

纳税人首次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将相关信息
提交扣缴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扣缴义务人应及
时将相关信息报送税务机关，纳税人对所提交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向扣缴
义务人或者税务机关提供相关的信息。

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包括纳税人本人、配偶、
子女、被赡养老人等个人身份信息，以及国务院税
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与专项附加扣除相关信息。

纳税人需要留存备查的相关资料应当留存五年。

专项附加扣除注意点



新个税计算方法



税款计算—需要代扣代缴税款的所得项目

需要代扣代缴税款的所得项目

扣缴义务人应代扣代缴的应税所得项目包括：

①工资、薪金所得；

②劳务报酬所得；

③稿酬所得；

④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⑤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⑥财产租赁所得；

⑦财产转让所得；

⑧偶然所得。



综合所得的申报体系

所有人

按月按次申报

居 民

非居民 按月按次申报

按月预扣预缴

按年汇总计算

次年汇总汇缴

税革前 税革后



综合所得=收入额—基本减除费用（6万） —专项扣除（三险一金）

—专项附加扣除—法定其他扣除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工资、薪金所得税款计算方法

1. 累计预扣法：居民个人具体公式：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

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

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如果计算本月应预扣预缴税额为负值时，暂不退税。纳税年度终了后余额仍

为负值时，由纳税人通过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工资、薪金所得税款计算方法

级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6000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45 181920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工资、薪金所得税款计算方法

例1：某职员2015年入职A公司，2019年每月应发工资均为20000元，每月减除费用5000元，“三险一金”

等专项扣除为1500元，从1月起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1000元，没有减免收入及减免税额等情况，以前三个月

为例，应当按照以下方法计算工资薪金预扣预缴税额：

1月份：(20000-5000-1500-1000）×3% =375元；
2月份：(20000×2-5000×2-1500×2-1000×2）×3%-375 =375元； 
3月份：(20000×3-5000×3-1500×3-1000×3）×10%-2520-375-375=480元
4月份：(20000×4-5000×4-1500×4-1000×4）×10%-2520-375-375-480=1250元
5月份 ：（20000×5-5000×5-1500×5-1000×5）×10%-2520-375-375-480-1250=1250元
6月份：（20000×6-5000×6-1500×6-1000×6）×10%-2520-375-375-480-1250-1250=1250元
7月份：（20000×7-5000×7-1500×7-1000×7）×10%-2520-375-375-480-1250-1250-1250=1250元
8月份：（20000×8-5000×8-1500×8-1000×8）×10%-2520-375-375-480-1250-1250-1250-1250=1250元
9月份：（20000×9-5000×9-1500×9-1000×9）×10%-2520-375-375-48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元
10月份；（20000×10-5000×10-1500×10-1000×10）×10%-2520-375-375-48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元
11月份：（20000×11-5000×11-1500×11-1000×11）×10%-2520-375-375-48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元
12月份（20000×12-5000×12-1500×12-1000×12）×20%-16920-375-375-48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1250=1850元

预扣预缴税款合计=375×2+480+1250×8+1850= 13080元

级
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
率

（%）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6000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45 181920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税款的计算方法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税款的计算方法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20000元的 20 0

2 超过20000元至50000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50000元的部分 40 7000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二
（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工资、薪金所得税款计算方法

续例1：该职员2019年还从B公司取得劳务报酬所得50000元，从C公司取得稿酬
所得40000元，则这两笔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分别为多少？

劳务报酬：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50000-50000*20%=40000元
应预扣预缴税额：40000*30%-2000=10000元
稿酬所得：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40000-40000×20%）×70%=22400元
应预扣预缴税额：22400×20%=4480元

预扣预缴税额合计=13080+10000+4480=27560元



综合所得=收入额—基本减除费用（6万） —专项扣除（三险一金）—专项附加扣除—法定其他扣除

综合所得=[20000X12+50000x(1-20%)+40000x(1-20%)x70%]-60000-1500X12-1000X12
             =240000+40000+22400-60000-18000-12000
             =212400

应纳税额=212400x20%-16920=25560元



预扣预缴
27560元

应纳税额
25560元

应退税额=27560-25560=2000元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劳务报酬所得申报事项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

         第九条 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以下简称“应税项目”）的，对
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
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
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

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
定的起征点。
(一)销售货物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
(二)销售应税劳务的，为月销售额5000-20000元;
(三)按次纳税的，为每次(日)销售额300-500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



全年一次性奖金

2018年10月—12月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方法

例1：亿企赢公司小何2018年12月拿到250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当月工资薪金收

入扣除各项国家规定范围以及按标准缴纳的“三险一金”等等后为7500元，计算小何

当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000元的 3 0

2 超过3000元至12000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12000元至25000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25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45 15160

  7500≧5000 

工资应纳税额：（7500-5000）*3%-0=75

奖金：25000/12=2083.33        3%

          25000*3%-0=750

应纳税额=75+750=825



全年一次性奖金

2018年10月—12月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方法

例1：亿企赢公司小何2018年12月拿到500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当月工资薪金收

入扣除扣除各项国家规定范围以及按标准缴纳的“三险一金”后为4000元，计算小何

当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000元的 3 0

2 超过3000元至12000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12000元至25000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25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80000元的部分 45 15160

               4000≦5000 

工资应纳税额：无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

【50000-（5000-4000）】/12=4083.33

          10%，210

当月应纳税额=【50000-（5000-4000）】

                        *10%-210=4690

一个纳税年度，一个纳税人只能采用一次



全年一次性奖金

2018年10月—12月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方法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2019年及之后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方法

（一）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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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在2021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

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知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以

下简称月度税率表），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自2022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所

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全年一次性奖金

2019年及之后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算方法

 例1：某职员2015年入职，2019年1月应发工资均为10000元，取得全年一次性
奖金50000元。每月减除费用5000元，“三险一金”等专项扣除为1500元，从1
月起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1000元，没有减免收入及减免税额等情况。1月
份应缴纳的税额？

级
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

数

1 不超过36000元的部分 3 0

2 超过36000元至144000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144000元至300000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300000元至420000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420000元至660000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660000元至960000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960000元的部分 45 181920

方式一：工资应缴纳税额=（10000-5000-1500-1000）*3%=75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50000/12=4166.67                        10%    210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50000*10%-210=4790元
                   1月份应纳税额=75+4790=4865元
  或
方式二：1月份应纳税额：
              （10000+50000-5000-1500-1000）*10%-2520=2730

注：自2022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亿企赢财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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