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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个人所得税筹划



案例导入

钱老师是北京某名牌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教授，
对企业管理颇有研究，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讲
课。2011年10月，钱老师又与海南一家中外合
资企业签约，双方约定由钱老师给该合资企业
的经理层人士讲课，讲课时间是10天。

关于讲课的劳务报酬，双方在合同书上这样写
道：“甲方(企业)给乙方(钱老师)支付讲课费5

万元人民币，往返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等
一概由乙方自负。”10月20日，钱老师按期到
海南授课。10月30日，该企业财务人员支付钱
老师讲课费，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1万元，实
际支付讲课费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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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筹划

7.1.1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所得来源地的
法律界定

  纳税义务人的法律界定：依据住所和居住

时间两个标准，区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
民纳税人，分别承担不同的纳税义务。

   1．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

境内居住满1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
取得的收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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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

而在境内居住不满1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
取得的所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是在一个纳税年

度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者累计居住不超过90

日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由境
外雇主支付并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
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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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纳税人的税收筹划

7.1.2.1 居民纳税义务人与非居民纳税义务
人的转换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根据纳税人

的住所和其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时间，分为

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由于对这两

种纳税人的税收政策不同，因此，纳税人

应该把握这一尺度，合法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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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案例7-1 一位美国工程师受雇于一家美国总公

司。从2010年10月起，他到中国境内的分公

司筹建某工程，2011年度内他曾离境60天回

国向总公司诉职，又曾离境40天回国探亲。

v2011年度，在美国取得房租收入9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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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2 通过人员的住所（居住地）变动降低

税收负担 

     所谓人员的住所（居住地）变动，是指

个人通过个人的住所或居住地跨越税境的迁移，

也就是具体实施策划的当事人把自己的居所迁

出某一国，但又不在任何地方取得住所，从而

躲避所在国对其纳税人身份的确认，进而免除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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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3通过人员流动降低税收负担

   通过人员流动降低税收负担的思路，从本

质上讲，与人员的住所的变动大同小异。其

区别主要表现在，前者是住所的变化，而后

者则是人本身在不同的区域中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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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有限责任制企业的税负
最重。

有限责任制企业是法人单位，在发票的申购、
纳税人的认定等方面占有优势，比较容易开展
业务，经营的范围也比较广，并且可以享受国
家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

有限责任制企业只承担有限责任，风险相对较
小；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制企业要承担无限责
任，风险较大，特别是个人独资企业还存在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等相关法规不健全、不易
操作的现象，加剧了这类企业的风险。

7.1.2.4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与个体工商户纳税
义务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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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王某开设了一个水暖器材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

6万。同时也承接一些安装维修工程，应纳税所

得额为4万。

v全年所得税=100000x30%-9750=20250

v分开：

v60000x20%-3750=8250

v40000x20%-3750=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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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1工资、薪金所得的税收筹划

工资薪金福利化   

1．企业提供住所。

      受聘时，雇员与雇主协商，由雇主支付个人

在工作期间的寓所租金，而薪金则在原有基础上

做适当的调整。这样，雇主的负担不变，个人则

可因此而降低了个人所得税中工薪应负担的税收

。  

7.2 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的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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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案例7-4

v2011年10月，某公司会计师张先生每月从公

司获取工资、薪金所得8500元，由于租住一套

两居室，每月付房租2000元，除去房租，张先

生可支配月收入为6500元。

v公司提供免费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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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企业提供员工福利设施。

     由企业向职工提供的各种福利设施，若不能将
其转化为现金，则不会视为工资收入，从而也
就不必计算个人所得税。 

    （1）企业提供免费膳食或者由企业直接支付
搭伙管理费。企业提供的膳食餐具必须具有不
可变现性，即不可转让，不能兑换现金。

    （2）使用企业提供的家具及住宅设备。企业
向职工提供住宅或由企业支付租金时，由企业
集体配备家具及住宅设备，然后收取低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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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提供办公用品和设施。某些职业的工
作需要专用设备，如广告设计人员需要高档
次计算机等。如果由职工自己购买，则职工
会提出加薪的要求，而加薪就要上税。此时
由企业购买后配给职工使用，可避免纳税。

（4）由企业提供车俩供职工使用，该车辆不可
以再租与他人使用。

（5）转售股票认购权。

（6）企业为职工子女成立教育基金，提供奖学
金给职工子女。

（7）使用由企业缔结合约提供给职工的公共设
施，如水、电、煤气、电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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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项目转换筹划 

劳务报酬和工资、薪金的转化。

• 应纳税所得额比较少的时候：5000

• 应纳税所得额比较多的时候：60000

• 分开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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