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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误区指正

【摘要】本文结合现行税制和纳税筹划的原则，列举、剖析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中存在的误区，为纳税人合理筹划、降

低涉税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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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之一：个人所得税税负下降，企业整体税负上升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不能仅仅关注个人所得税税负降

低，应该遵循“整体综合筹划”的原则，注意相关税种的配合和

选择，对不同税目、不同税种进行整体筹划，不能顾此失彼。

案例 1：2012年丁某出资 1 000万元成立了昌盛有限责

任公司，丁某每月工资 3 500元，经测算 2012年公司应纳税

所得额为 100万元，公司将税后利润的 20%提取盈余公积后

全部分配给投资者。丁某认为平时少拿一点工资，年终能以红

利形式得到补偿，工资未超过免征额不纳个人所得税，红利只

承担 20%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充分获得节税收益。丁某采取不

领或少领工资的方法真的可以节税吗？

方案一：丁某每月工资 0.35万元，应纳企业所得税越100伊

25%越25（万元），可分配利润越（100原25）伊（1原20%）越60（万

元），红利应纳个人所得税越60伊20%越12（万元），丁某税后净

收入越0.35伊12垣（60原12）越52.2（万元）。

方案二：丁某每月工资 1.5万元，公司工资支出增加 13.8

万元，假定工资薪金支出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合理支出，工资应

纳个人所得税越［（15 000原3 500）伊25%原1 005］伊12越22 440

（元），应纳企业所得税越（100原13.8）伊25%越21.55（万元），可

分配利润越（100原13.8原21.55）伊（1原20%）越51.72（万元），红利

应纳个人所得税越51.72伊20%越10.344（万元），丁某个人所得

税税负为 12.588万元，丁某税后净收入越（1.5伊12原2.244）垣

（51.72原10.344）越57.132（万元）。

由于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允许税前扣除，可以减轻企业

所得税税负，因此私营企业投资者采取不领或少领工资的做

法，在减轻个人所得税税负的同时，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税负，

投资者的税后净收益反而会减少。

误区之二：只关注筹划收益，忽视涉税风险

个人所得税筹划的目标是通过合理筹划，使纳税人实现

税后收益的最大化，尽量降低涉税风险。然而有些纳税筹划方

法，只关注筹划收益，忽视涉税风险。

案例 2：徐某有一套价值 400万元的闲置房产，2011年将

这套房产租给朋友李某投资开办的私营企业作为办公场所，

年租金 18万元，2012年李某打算扩大经营规模，劝说徐某以

这套房产投资入股，享有公司 25%的股份，不仅可以规避财产

租赁所得的相关税负，而且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经测算

2012年公司应纳税所得额为 160万元，公司将税后利润的

20%提取盈余公积后全部分配给投资者，徐某预计分得红利

24万元。徐某的房产究竟是出租还是投资呢？

方案一：徐某将房产出租，年租金 18万元，月租金 1.5万

元。根据《关于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租赁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的规定，自 2008年 3月 1日起，对个人出租的住

房，不区分用途，在 3%税率的基础上减半征收营业税，按 4%

的税率征收房产税，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个人出租、承租

住房签订的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对个人出租住房取得的所

得，减按 1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徐某应纳营业税、城建

税及教育费附加越180 000伊3%伊50%垣180 000伊3%伊50%伊

10%越2 970（元），应纳房产税越180 000伊4%越7 200（元），每月

税费支出 847.5元［（2 970+7 200）衣12］，应纳个人所得税越

（15 000原847.5）伊（1原20%）伊10%伊12越13 586.4（元），整体税负为

23 756.4元（2 970+7 200+13 586.4），税后净收益越180 000原

23 756.4越156 243.6（元）。

方案二：徐某将房产投资，分得红利 24万元，应纳个人所

得税越24伊20%越4.8（万元），税后净收益越24原4.8越19.2（万元）。

徐某以房产投资获得高收益的同时却面临更大的风险。

首先，红利是用公司税后利润进行分配，是否取得红利以及取

得多少红利，主要取决于公司的盈利状况和利润分配政策，收

益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次，房产出租变为房产投资，徐某

的身份由债权人变为投资者，一旦公司经营不善倒闭，房产就

要按照《破产法》的规定偿还债务。最后，由于房产租金作为企

业生产经营的费用，允许税前扣除，可以减轻企业所得税税

负，究竟哪套方案节税收益更大，还需要结合企业所得税税负

的变化进行综合测算。

误区之三：只关注节税收益，忽视隐性成本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不是简单的节税问题，不能只关

注节税收益，要考虑为获得节税收益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在

运用成本效益原则进行分析论证时，不能只考虑显性成本，忽

视隐性成本和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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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田某出资 300万元成立了一家个人独资企业，企

业经营情况良好，每年可实现利润 35万元，无纳税调整事项，

应纳个人所得税越350 000伊35%原14 750越107 750（元），田某认

为个人所得税税负太高，打算变更公司的组织形式。

方案一：将个人独资企业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纳

企业所得税越35伊25%越8.75（万元），所得税税负减轻 20 250元。

方案二：将企业一分为二，拆分为一家个人独资企业和一

家有限责任公司，经测算，分立后个人独资企业利润为 6万

元，应纳个人所得税越60 000伊20%原3 750越8 250（元），有限

责任公司的利润为 29万元，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

惠，应纳企业所得税越29伊20%越5.8（万元），所得税税负减轻

41 500元。

方案二可以降低个人独资企业的税负，使有限责任公司

享受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获得更大的节税收益。将企业

进行拆分，需要新的生产经营场所，添置生产经营设备，聘用

更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市场份额稳定的情况下，公司缩小

经营规模从事同业竞争，反倒容易造成客户流失，缩小市场份

额，增加经营风险。

误区之四：对税法缺乏系统的了解，照搬筹划方法

一些纳税人听了几次纳税筹划的讲座，看了一些筹划案

例，就大胆进行筹划，由于对税法缺乏系统的了解，没有真正

掌握纳税筹划的方法，盲目照搬，很容易形成逃避纳税的事实。

案例 4：刘某是一家大型外资企业的高级工程师，每月工

资 3万元。刘某利用业余时间在国有企业担任技术顾问，每月

获得报酬 9 000元，刘某认为劳务报酬所得税负较高，工资薪

金所得每月免征额 3 500元，税负较低，要求与国有企业签订

雇佣合同，将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工资薪金所得纳税，刘某的

筹划方法可行吗？

方案一：从外资企业取得工资 3万元，从国有企业取得劳

务报酬 9 000元。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越（30 000原3 500）伊25%

原1 005越5 620（元），劳务报酬应纳个人所得税越9 000伊（1原20%）

伊20%越1 440（元），个人所得税税负为 7 060元。

方案二：从外资企业取得工资 3万元，从国有企业取得工

资 9 000元。外资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越（30 000原3 500）

伊25%原1005越5 620（元），国有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越9 000伊

20%原555越1 245（元），刘某将劳务报酬转化为工资薪金所

得，属于在中国境内取得两处工资薪金所得，只允许扣除一

次生计费，刘某还应自行申报每月工资薪金收入，汇算清缴工

资薪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多退少补。刘某应纳个人所得税越

（30 000垣9 000原3 500）伊30%原2 755越7 895（元），每月需要补

缴税款 1 030元，方案二比方案一每月税负增加 835元。刘某

若不自行申报纳税，属于逃避纳税行为，会受到税法的制裁。

误区之五：事后筹划，不具有操作性

纳税筹划的实施必须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这既是纳税

筹划区别于偷税漏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纳税筹划必须遵

循的重要原则。以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筹划为例，由于工资薪

金所得适用 3%耀 45%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工资每月 3 500

元的免征额，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所

得计算纳税，因此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筹划着眼于合理安排

工资与年终奖的发放数额，计算出不同级次的纳税临界点，使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较低的税率从而降低税负。

纳税人关注纳税临界点，通过事先筹划，合理安排各期的

收入，会受诸多因素的限制：首先，企事业单位工资薪金的发

放标准和发放方法受制度的约束，与员工所聘的岗位、职称、

工作业绩等挂钩，工资薪金发放具有刚性，不能随意更改；其

次，同一企业不同收入层次的员工，纳税临界点不一样，同样

的发放方案，也许对低收入者有利，对高收入者不利，只能通

过事先的测算和筹划，制定出对大多数中低收入者有利的薪

酬发放方案；最后，纳税临界点是一个固化的常数，员工的年

终奖受单位效益、员工的工作量、业绩等因素的影响，每年都

会发生变化，员工全年工资薪金基本确定后运用临界点的筹

划技术，只能是事后筹划，理论上可行，在实务中很难操作。

误区之六：名为纳税筹划，实为偷税漏税

纳税筹划是在符合国家法律及税收法规的前提下，选择

涉税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纳税方案。纳税筹划具有合法性，

偷税漏税是违法行为，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有些纳税人忽视

税法的刚性乱筹划，混淆纳税筹划与偷税漏税的界限，运用多

种手段逃避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

手段一：隐瞒收入。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专家、学者被外单

位聘为技术顾问或外出讲学，获得的劳务报酬应由支付方代

扣代缴，由于聘请单位是中小企业，为压低报酬不履行代扣代

缴税款的义务，纳税人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意识，将隐瞒收入

作为避税手段。

手段二：分散收入。一本著作，明明是两人合作完成，挂名

者十多人；一项科研课题，真正参与者三五人，劳务报酬领取

单无端多了领取 600元、800元低报酬的数人。

手段三：福利消费取代现金支付。由于我国加强了税收征

管，直接以现金的形式发放奖金，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很多

单位发放购物卡、加油卡和各种节日福利，以组织员工培训、

参加会议的名义外出旅游，公款消费，将这些福利消费从企事

业单位的生产经营费用中列支。

手段四：发票冲抵。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和公司的高层管

理人员收入丰厚，却很少缴纳个人所得税，操作的秘籍就是允

许领导以车费、餐费、加油费、通信费、办公费等各种发票套取

收入；一些销售公司为激励销售人员提高业绩，允许他们以各

种费用发票套取销售提成。

个人所得税筹划不当容易陷入误区，筹划的“馅饼”就会

变为“陷阱”，增加纳税成本和涉税风险。造成个人所得税筹划

误区的原因比较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

纳税筹划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科学、全面的认识，背离了纳税筹

划的原则，如误区一、二、三；二是对我国现行税制缺乏深入、

细致的了解，缺乏实践经验，如误区四、五；三是纳税意识淡

薄、税收征管手段落后，偷税漏税的惩处不力，如误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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