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纳税审核与纳税申报代理

3.个体户的税收优惠

①基本规定：

2023.1.1～2027.12.31 期间，对个体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

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②个体户在预缴税款时即可享受，其年应纳税所得额暂按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的情况进行判断，并在年度

汇算清缴时按 年计算、多退少补 。若个体户从两处以上取得经营所得，需在办理年度汇总纳税申报时，合

并个体户经营所得年应纳税所得额，重新计算减免税额，多退少补；

③减免税额=（个体户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的应纳税额-其他政策减免税额×个体户经

营所得应纳税所 得额不超过 200 万元部分÷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1-50%）。

④个体户需将按上述方法计算得出的减免税额填入对应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减免税额”栏次，并附报《个

人所得税减免税 事项报告表》 。

4.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

个人取得的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017·单选题】下列项目在计算个体户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是（ ）。

A.行政罚款支出

B.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原料成本

C.税款的滞纳金

D.被没收的财产损失

答案：B

解析：下列税前不允许扣除的各项支出，要从成本费用中剔除：

【例题·单选题】下列关于个人独资企业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有关扣除项目的表述，正确的是（ ）。

A.企业发生的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扣除比例分别是 2.5％、14%

B.投资者及职工工资不得在税前扣除

C.企业年度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超出当年销售收入 5‰的部分，可在以后纳税年度内扣除

D.企业计提的各种准备金不得在税前扣除

答案：D

解析：选项 A，个人独资企业发生的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扣除比例分别是 2％、2.5％； 选项 B，投资者

的工资不得 在个人独资企业税前列支，没有综合所得的，可按规定减除费用 6 万元；选项 C，企业发生的超

过限额标准的业务招待费不可 以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

【考点 5】其他分类所得项目代扣代缴税款的计算与审核

（一）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1.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 20%征税

2.从上市公司获得的股息红利、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的股票获得的股息红利：

持股期限≤1个月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1 个月<持股期限≤1 年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持股期限>1 年 暂免个人所得税

限售股解禁前获得的股息红利 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3.关于沪港通、深港通试点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

市 H股取得的股息红利

缴纳 20%个人所得税

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交所、深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股

息 红利

10%个人所得税（或按税收协定税率）



4.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时，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

适用 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未上市或未在新三板挂牌交易的）以未分配利润、

盈余公积、资本 公积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时，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

行制定分期缴税计划，在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股东转让股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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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简答题】某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由企业和自然人投资设立，2023 年 4 月召开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将 2022

年度实现的税后利润中的 2000 万元分配给股东，3000 万元转增股本，并于 2023 年 4 月办理款项支付和转增

手续。

【问题】

（1）向企业股东和自然人股东分红及转增股本时，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应如何履行扣缴义务？

（2）在向股东分红和转增股本时，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应如何履行纳税义务？

答案：

（1）向企业股东分红及转增股本，有限责任公司无须履行扣缴义务； 向自然人股东分红及转增股本，有限

责任公司应 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算并履行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2）用税后利润向股东分红和转增股本时，有限责任公司无须纳税 。对于转增股本部分应按增加的实收资

本和资本公积 缴纳印花税，2022 年 7 月 1 日起，印花税税率万分之二点五。

（二）财产转让所得 1.个人转让股票所得

情形 税务处理

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转让新三板挂牌公

司原始股取得 的所得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限售股应纳税额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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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上市公司流通股、转让新三板挂牌公

司非原始股取 得的所得
免征个人所得税

2.关于沪港通、深港通试点个人所得税的规定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 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暂免个人所得税

香港市场投资者投资上交所、深交所上市 A 股取得的转让差价 所得 暂免个人所得税

3.个人转让股权应纳税额的计算——适用税目：财产转让所得

（1）个人转让股权的税务处理

a.不征收增值税；

b.按“产权转移书据”缴纳印花税；

c.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的确定

应纳税所得额=股权转让收入-股权原值-合理费用

（3）主管税务机关可以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①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

②未按照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③转让方无法提供或拒不提供股权转让收入的有关资料；

④其他应核定股权转让收入的情形。

（4）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视为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

①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

②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初始投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

③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一企业同一股东或其他股东股权转让收入的；



④申报的股权转让收入低于相同或类似条件下同类行业的企业股权转让收入的；

⑤不具合理性的无偿让渡股权或股份；

⑥主管税务机关认定的其他情形。

（5）股权转让收入虽明显偏低，但视为有正当理由的情形：

①能出具有效文件，证明被投资企业因国家政策调整，生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导致低价转让股权；

②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

女、外孙子 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③相关法律、政府文件或企业章程规定，并有相关资料充分证明转让价格合理且真实的本企业员工持有的不

能对外转让股 权的内部转让；

④股权转让双方能够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合理性的其他合理情形。

4.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个人所得税规定

（1）基本规定

个人按公

允价值转

让非货币

性资产

税目 财产转让所得

应纳税所得额 转让收入-该资产原值及合理税费

收入实现时间 非货币性资产转让、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时

缴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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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个人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境内居民企业，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全

部为股票（权）的，个人可以:

①选择 5 年内递延纳税;

②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投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

按股权转让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依照“财产转让所得"

计算缴纳所得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交易过程中取得现金补价的，现全

部分应优先用于缴税;现全不足以缴纳的部分，可分期缴纳

5.无偿受赠房屋产权的税务处理

（1）对以下情形的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当事双方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①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

妹;

②房屋产权所有人将房屋产权无偿赠与对其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赡养人;

③房屋产权所有人死亡，依法取得房屋产权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除此之外其他情形，应

按“偶然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2）受赠人转让受赠房屋，按“财产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转让受赠房屋的收入-原捐赠人取得该房屋的实际购置成本-赠与和转让过程中受赠人支付的

相关税费

（三）财产租赁所得——应纳税所得额

每次收入≤4000 元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月）收入额-准予扣除项目-修缮费用（800 元为限）-800 元

每次收入>4000 元 应纳税所得额=[每次（月）收入额-准予扣除项目-修缮费用（800 元为限）]×（1- 20%）

【注意】个人出租住房相关税费

增值税 个人出租住房，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5%

房产税 不含增值税的价格、4%的税率

城镇土地使用税 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个人所得税 减按 10%的税率

印花税 对个人出租、承租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