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九：个人所得税

（八）关于商业健康保险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项目 具体规定

政策核心
对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 2400 元/年（200 元/月）

适用主体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个人，以及取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

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个体工商户业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者、合伙企业

合伙人和承包承租经营者

（九）关于个人养老金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环节 税收政策

缴费环

节

1.个人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缴费，按照 12000 元/年的限额标准，在综合所得或经营所得中据实

扣除；

2.个人缴费享受税前扣除优惠时，以个人养老金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出具的扣除凭证为扣税凭据；

3.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所得的，其缴费可以选择在当年

预扣预缴或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标准内据实扣除；

4.取得其他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所得或经营所得的，其缴费在次年汇算清缴时在限额

标准内据实扣除。

投资环

节
计入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收益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领取环

节

个人领取的个人养老金，不并入综合所得，单独按照 3％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其缴纳的税款

计入“工资、薪金所得”项目；

个人按规定领取个人养老金时，由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所在市的商业银行机构代扣代缴其应缴

的

个人所得税。

（十）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项目 具体规定

不征个税的情形

企业在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过程中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

征收个人所得税：

（1）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

（2）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如通信企业对个人购买手

机赠话费、入网费，或者购话费赠手机等

（3）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个人按消费积分反馈礼品



征收个税的情形

企业向个人赠送礼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取得该项所得的个人应按照“偶然所得”

全额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税款由赠送礼品的企业代扣代缴：

（1）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

红包，下同），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

（2）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对个

人取得的礼品所得。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

优惠券等礼品除外

（3）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得

所得金额的确定

赠送的礼品为自产产品（服务）
按该产品（服务）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应

税所得

赠送的礼品为外购商品（服务）
按该商品（服务）的实际购置价格确定应

税所得

【例题·多选题】张某在足球世界杯期间参加下列活动所获得收益中，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有（ ）。

A.参加某电商的秒杀活动，以 100 元购得原价 2000 元的足球鞋一双

B.为赴巴西看球，开通手机全球漫游套餐，获赠价值 1500 元的手机一部

C.参加某电台举办世界杯竞猜活动，获得价值 6000 元的赴巴西机票一张

D.作为某航空公司金卡会员被邀请参加世界杯抽奖活动，抽得市价 2500 元球衣一套

答案：CD
解析：选项 A，企业通过价格折扣、折让方式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选

项 B，企业在向个人销售商品（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同时给予赠品，如通信企业对个人购买手机赠话费、入

网费，或者购话费赠手机等，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选项 C，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选项 D，
企业对累积消费达到一定额度的顾客，给予额外抽奖机会，个人的获奖所得，按照“偶然所得”项目，全额

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十一）个人取得拍卖收入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项目 拍卖物品 征税项目 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基本

规定

作者将自己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

拍卖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收入额计入综合所得

将他人的文字作品手稿原件或复印件拍卖 财产转让所得 （转让收入额－财产原值－拍卖

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合理费

用）×20%
个人拍卖除文字作品原稿及复印件外的其

他财产
财产转让所得

原值
纳税人不能提供合法、完整、准确的财产

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财产原值的

一般情况
按转让收入额的3%征收率计算纳

税

拍卖品为经文物部门

认定是海外回流文物

按转让收入额的2%征收率计算纳

税

扣缴义务

人

个人财产拍卖所得应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应由拍卖单位负责代扣代缴，并按规定向拍卖单位所

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例题·单选题】张某为熟食加工个体户，2020 年取得生产经营收入 20 万元，生产经营成本为 18 万元（含

购买一辆非经营用小汽车支出 8 万元）；另取得个人文物拍卖收入 30 万元，不能提供原值凭证，该文物经文

物部门认定为海外回流文物。假设张某没有综合所得，不考虑除费用扣除以外的其他扣除，下列关于张某 2020
年个人所得税纳税事项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购买小汽车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

B.经营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 4 万元

C.文物拍卖所得按拍卖收入额的 3%缴纳个人所得税

D.文物拍卖所得应并入经营所得一并缴纳个人所得税

答案：B
解析：选项 A，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支出不得扣除；选项 B，应纳税所得额＝20-（18-8）-6＝4（万元）；选项

C，纳税人不能提供合法、完整、准确的财产原值凭证，不能正确计算财产原值的，按转让收入额 3%征收率

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拍卖品为经文物部门认定是海外回流文物的，按转让收入额 2%征收率计算缴纳个人所

得税；选项 D，个人拍卖文物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不并入经营所得。

（十二）个人以非货币资产投资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项目 具体规定

所得项目 财产转让所得

所得额的确定

应纳税所得额＝转让收入-资产原值-合理税费

转让收入 评估后的公允价值

资产原值

纳税人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

纳税人无法提供完整、准确的原值凭证，不能准确计算原值的，主管税务机

关可以依法进行核定

合理费用 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过程中发生的与资产转移相关的税金及合理费用



项目 具体规定

申报与缴纳 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

地点

以不动产投资 以不动产所在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以其持有的企业股权对外投资 以该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以其他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以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为主管税务机关

（十三）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项目 具体规定

合伙创投

企业

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24 个月，下同）的，合伙创投企业的个人

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

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天使投资

个人

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 2 年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 70%抵扣转让该初创

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当期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取得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

股权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结转抵扣

天使投资个人投资多个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对其中办理注销清算的初创科技型企业，天使投资个

人对其投资额的 70%尚未抵扣完的，可自注销清算之日起 36 个月内抵扣天使投资个人转让其他初

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