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知识点 8】特殊情形下个人所得税的计税方法的审核

一、居民个人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

1.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加薪、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

居民个人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它各种名目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

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方法 具体规定

1 合并计算 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2.单独算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计税

税率

将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依据月度税率表确定适

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总结】除 12，查月表，定税率和速扣数

应纳税额 =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月度税率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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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1·计算题】假定居民个人张某 2022 年 12 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年终奖 288000 元，且张某选择不并入当

年综合所得，单独计算个税。请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算张某 2022 年度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答案】

（1）每月奖金＝288000÷12＝24000（元）

（2）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缴纳个人所得税＝288000×20%－1410＝56190（元）

二、关于个人领取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的政策

1．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领取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符合规定的，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计

算应纳税款。

（1）按月领取的，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2）按季领取的，平均分摊计入各月，按每月领取额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3）按年领取的，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2．一次性领取年金

个人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个人死亡后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年金

个人账户余额，适用综合所得的税率表计税。

其他情形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余额的，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

综合所得的税率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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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度税率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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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1·单选题】个人领取年金的下列方式，适用税率错误的是（ ）。

A.年金按月领，适用月度税率表

B.年金按季领，适用月度税率表

C.年金按年领，适用综合税率表

D.因出国定居一次性领取年金的，适用月度税率表

【答案】D

【解析】个人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个人死亡后，其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

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余额，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对个人除上述特殊原因外一次性领取年金

个人账户资金或余额的，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

三、关于解除劳动关系、提前退休、内部退养的一次性补偿收入的政策

（一）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

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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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3 倍数额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超过 3 倍数额的部分，不并入当年

综合所得，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例题 1·单选题】某企业雇员张某 2022 年 1 月 31 日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张某在本企业工作年限 8

年，领取经济补偿金 650000 元。假定当地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 50000 元，对于该笔经济补偿金，张某应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为（ ）元。

A.29840

B.97080

C.142080

D.195000

【答案】B

【解析】超过上年平均工资三倍以上的部分=650000-50000×3=500000（元）；找到适用税率为 30%，速算扣除

数为 52920 元。应纳个人所得税=500000×30%-52920=97080（元）。

（二）提前退休取得一次性补贴收入

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实际年度

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扣除标准〕×适

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



【例题 2·单选题】2022 年 1 月张某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距法定退休年龄还有 4年，取得一次性补贴收入

120000 元。张某就一次性补贴收入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 ）元。

A.0

B.4840

C.6180

D.7080

【答案】A

【解析】（1）按提前退休年度数平均：120000÷4=30000（元）；（2）由于商数未超过年度费用扣除标准（60000

元），因此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三）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取得一次性补贴收入

内退的个人在内退后至法定退休年龄之间从原单位取得的工资、薪金，不属于离退休工资，按“工资、薪金

所得”项目征个税。

四、关于单位低价向职工售房的政策

单位按低于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出售住房给职工，职工因此而少支出的差价部分，符合规定的，不并入

当年综合所得，以差价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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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实际支付的购房价款低于该房屋的购置或建造成本价格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总结：

收入类型 税收政策

全年一次性奖金（可选择）
除以 12 算商数定税率 全额查月表

单位低价向职工售房

解除劳动关系 扣 3 倍上年职工平均工资 余额查年表

提前退休 除以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

年度数

差额查年表，×年度数

年金

分次领取：
按月、按季：查月表

按年：查年表

一次领取：
出境+死亡：查年表

其他情形：查月表

五、个人股权激励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方法

居民个人取得股票期权、股票增值权、限制性股票、股权奖励等股权激励（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符合规定的

相关条件的，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计

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股权激励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注：居民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两次以上（含两次）股权激励的，应合并按规定计算纳税。

【提示】上市公司授予个人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权奖励，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个人可自股票期

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或取得股权奖励之日起，在不超过 12 个月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

【例题 1·计算题】王先生为某上市公司的员工，公司 2021 年实行雇员股票期权计划。2021 年 3 月 1日，该

公司授予王先生股票期权 10000 股，授予价 3 元/股；该期权无公开市场价格，并约定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可

以行权，行权前不得转让。2022 年 6 月 1 日王先生以授予价购买股票 10000 股，当日该股票的公开市场价格

8 元/股。

【答案】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0000×（8－3）×10%－2520＝2480（元）



【例题 2·计算题】王先生为某上市公司的员工，公司 2021 年实行雇员股票期权计划。2021 年 3 月 1日，该

公司授予王先生股票期权 30000 股，授予价 3 元/股；该期权无公开市场价格，并约定 2022 年 6 月 1 日起可

以行权，行权前不得转让。

2022 年 6 月 1日王先生以授予价购买股票 10000 股，当日该股票的公开市场价格 8元/股。

2022 年 12 月 1 日王先生以授予价购买股票 20000 股，当日该股票的公开市场价格 8 元/股。

【答案】

2022 年 6 月 1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0000×（8－3）×10%－2520＝2480（元）

2022 年 12 月 1 日，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0000×（8－3）＋20000×（8－3）】×20%－16920－2480＝10600

（元）

六、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1.应纳税所得额

＝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

2.如果纳税人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

限售股转让收入的 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税费。

3.纳税人同时持有限售股及该股流通股的，其股票转让所得，按照限售股优先原则，

即：转让股票视同为先转让限售股，按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对个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所得

免征个人所得税。

5.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税。

【例题 1·单选题】钱某在某上市公司任职，任职期间该公司授予钱某限售股 3 万股，该批限售股已于 2022

年年初解禁，钱某在 8 月份之前陆续买进该公司股票 2 万股，股票平均买价为 5.4 元/股，但限售股授予价格

不明确。

2022 年 8 月钱某以 8 元/股的价格卖出公司股票 4万股。在不考虑股票买卖过程中其他相关税费的情况下，钱

某转让 4万股股票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元。

A.27200

B.37600

C.32400

D.40800

【答案】D

【解析】纳税人同时持有限售股及该股流通股的，其股票转让所得，按照限售股优先原则，即；转让股票视

同为先转让限售股，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不能准确

计算该限售股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照限售股转让收入的 15%，核定为该限售股原值和合理税费。剩余

1 万股属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的流通股股票，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应缴纳个人所得税＝30000×8×（1－15%）×20%＝40800（元）

【例题 2·简答题】 （2021 年）简要说明个人直接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税的处理、计税依据和申报。

简要说明个人通过合伙企业转让限售股增值税和个税的处理、计税依据和申报。

【解析】

（1）个人转让限售股，不缴纳增值税。

（2）自然人持有限售股出售时，应按照规定，个人转让新上市公司限售股的，以实际转让收入减去成本原值

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适用 20％税率，由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直接计算需扣缴的个人所得税额。

（3）个人通过合伙企业持有限售股出售时，合伙企业应按照规定，以限售股的实际转让收入减去股票首次公

开发行（IPO）的发行价的差额，按“金融商品转让”计算缴纳增值税，同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的附加税费。



（4）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限售股实际转让收入减去限售股的计税基础和合理税费后的

余额计算经营所得；

计算合伙企业经营所得时，对外投资发生的融资利息支出允许按税法规定的标准准予扣除。

对于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采取“先分后税”办法，个人分得的经营所得，按“经营所得”适用的五级超额

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七、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个人取得的量化资产征税问题

八、实物分配

符合以下情形的房屋或其他财产，不论所有权人是否将财产无偿或有偿交付企业使用，其实质均为企业对个

人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应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

1.企业出资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员的。

2.企业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员向企业借款用于购买房屋或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

者个人、投资者家庭成员或其他人员，且借款年度终了后未归还借款的。

注：

（1）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取得的上述所得，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利润

分配，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2）对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外其他企业的个人投资者或其家庭成员取得的上述所得，视为企业对个

人投资者的红利分配，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3）对企业其他人员取得的上述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九、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规定

1.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

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里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

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2.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

征税。

十、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

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资产原值+合理税费)

其中，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按评估后的公允价值确认

所得确认时间
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于非货币性资产转让、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时，确认非货币

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现

纳税申报

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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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

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交易过程中取得现金补价的，现金部分应优先用于缴税；

现金不足以缴纳的部分，可分期缴纳

个人在分期缴税期间转让其持有的上述全部或部分股权，并取得现金收入的，该现金收入

应优先用于缴纳尚未缴清的税款

【例题 1·简答题】宋先生持有境内甲有限责任公司 30%股权，投资成本为 600 万元，经评估公允价值为 4000

万元。现境内乙股份有限公司有意按公允价值向宋先生收购这部分股权，有两种收购方案：

方案一：宋先生向乙公司转让所持甲公司的股权，全部收取现金。

方案二：宋先生以所持有甲公司全部股权向乙公司投资，取得乙公司股权。

请结合现行相关政策规定回答宋先生咨询的如下问题。 （2017 年）

（1）该收购业务中宋先生是否应缴纳增值税？请简述理由。

（2）上述两个收购股权方案，宋先生分别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多少？

（3）上述两个收购股权方案，是否可以免征或延迟缴纳个人所得税？如何具体操作。

【解析】

（1）宋先生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个人转让境内未上市公司的股权，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不需要缴纳增值税。

（2）方案一：个人转让股权取得的所得，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4000-600）×20%=680 万元

方案二：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股权）投资的，属于同时发生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行为。对个

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应该缴纳个人所得

税=（4000-600）×20%=680 万元

（3）对于方案二，可以延迟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

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