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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算清缴系列之(1):
职工薪酬调整

声明：相关分析与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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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支出调整的逻辑图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2017.1.1

账载金额：2017年计提

2018.5.31

税收金额：2017年度发放

201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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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七大项） 对应实发工资的比例 问题

职工福利费 14% 认不认次年5月31日前发放？N

职工教育经费 2.5%，8%，全额扣除 同上

工会经费 2% 同上

基本社会保障、公积金 国务院或省级标准 同上

补充养老 5% 交之前年度的？

补充医疗 5% 交之前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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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教育经费相关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全额
扣除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应单独进行核算并按实
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动漫适用】

财税【2012】27号

航空企业实际发生的飞行员养成费、飞行训练费、乘务训练费、空中保卫员训练
费等空勤训练费用，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可以作为航空企业运输
成本在税前扣除。

2011年34号公告

核力发电企业为培养核电厂操纵员发生的培养费用，可作为企业的发电成本在税
前扣除。企业应将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与员工的职工教育经费严格区分，单独核
算，员工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得计入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直接扣除

2014年第29号公告

限额
8%

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
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
扣除。

财税【2014】59号，
财税【2017】79号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
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国发【2014】10号，
未见细文件

高新技术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
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财税【2015】6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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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工资薪金的调整争议有啦

北京理解：发放以前年度工资的税前扣除年度判定，2016年度计提、2018年发放，扣缴在2017年度

汇算还是2018年度？应在2018年度，总局2015年34号公告是在实施条例基础上的一个特殊规定，“准

予”是准许，不放在计提年度。

参照2015年34号公告：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前向员工实际支付的已预提汇缴年度工资薪金，准予

在汇缴年度按规定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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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对于调整表变化的解读

（八）《职工薪酬支出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50）

为解决职工薪酬支出的账载金额与实际发生额有可能存在差异的问题，增加第2列“实际发生额”填报列

次。并调整相关列次的计算规则和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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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支出调整

行次 项 目
账载金额 实际发生额

税收规定扣除
率

以前年度累计结
转扣除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金额

累计结转以
后年度扣除

额

1 2 3 4 5 6（1-5） 7（1+4-5）

1 一、工资薪金支出 * * *

2 其中：股权激励 * * *

3 二、职工福利费支出 * *

4 三、职工教育经费支出 *

5
其中：按税收规定比例扣除的职工教

育经费

6
按税收规定全额扣除的职工培训

费用
* *

7 四、工会经费支出 * *

8 五、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 * * *

9 六、住房公积金 * * *

10 七、补充养老保险 * *

11 八、补充医疗保险 * *

12 九、其他 * * *

13 合计（1+3+4+7+8+9+10+11+12） *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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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支出调整

事项 实际发生额 税收金额

工资薪金支

出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借方发生额（实际发放的工资

薪金）。

填报纳税人按照税收规定允

许税前扣除的金额，按照第1

列和第2列分析填报。

其中股权激

励

第2行“其中：股权激励”：本行由执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126号）的纳税人填报，

“实际发生额”：填报纳税人根据本年实际行权时股权的公允价格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

格的差额和数量计算确定的金额。

【难道只认符合办法规定的吗，2017年4月25日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31846证

券简称：飞驰环保）发布公告称，税局因其定向增发（实为股权激励）违反了《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证券公司字（2015）151号）第十二条“上市公司全部有效的股

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定向增发320万股，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所计入管理费用的公允价值与支付价之差1280万全部做纳税调增

处理，补缴企业所得税款192万元。】

同上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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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支出调整

事项 实际发生额 税收金额

职工福利费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职

工福利费用实际发生额。

填报按照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按第1行

第5列“工资薪金支出/税收金额”×14%、本表第3行

第1列、本表第3行第2列三者孰小值填报。【三者）

职工教育经

费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职

工教育经费实际发生额，不包括第6行可全额扣除的职工培训费用金

额。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职

工教育经费本年实际发生额（可全额扣除的职工培训费用金额）。

填报纳税人按照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不

包括第6行可全额扣除的职工培训费用金额），按

第1行第5列“工资薪金支出—税收金额”×扣除比例

与本行第1+4列之和的孰小值填报。【二者）

【一错再错，还是我们真的错了】

工会经费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工

会经费本年实际发生额。

填报按照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按第1行

第5列“工资薪金支出/税收金额”×2%与本行第1列、

本行第2列三者孰小值填报。【三者）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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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支出调整

事项 实际发生额 税收金额

社保保障性

支出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

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本年实际发生额。

填报按照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各类基本社会保障

性缴款的金额，按本行第1列、第2列以及税收规定允

许税前扣除的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的金额孰小值

填报。【三者）

住房公积金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

住房公积金本年实际发生额。

填报按照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住房公积金金额，按

本行第1列、第2列以及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住房公

积金的金额孰小值填报。【三者）

补充养老保险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

补充养老保险本年实际发生额。

填报按照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补充养老保险的金额，

按第1行第5列“工资薪金支出/税收金额”×5%、本行第1

列、本行第2列的孰小值填报。【三者）

补充医疗保险 第2列“实际发生额”：分析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

补充医疗保险本年实际发生额。

填报按照税收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补充医疗保险的金额，

按第1行第5列“工资薪金支出/税收金额”×5%、本行第1

列、本行第2列的孰小值填报。【三者）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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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理解与可能的争议

① 职工薪酬相关科目是“全法人发生额还是利润发生额的调整”？

② 职工薪酬的“借方”发生额是不是“绝对标准”，比如直接入成本费用未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③ 应付职工薪酬的实际发生是指“什么期间”

④ 职工薪酬除了工资薪金与职工教育经费，难道不能做纳税调减了吗

⑤ 股权激励说明不完整

⑥ 职工教育经费公式设置“错误”仍在

比如账载计提100，当期实际支出80，当期2.5%受限限额是90，依据表调整是100-90=10，且慢中，90-

80=10，这是支出了吗？因此在其他中小编建议再调增10（调增是“提倡”行为，税务机关不一定非扭着不

行）。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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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薪酬支出调整

口径之分
（别给企业算错税）

不可共享基数的支出：

➢ 住房公积金

➢ 社会保障支出

可共享基数的支出：

➢ 工资薪金

➢ 福利费

➢ 职工教育经费

➢ 工会经费

➢ 补充医疗保险

➢ 补充养老保险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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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理解事项

问题：

（1）企业制定年金方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社保部、财政部等主管部门批准，明

确覆盖对象为全体员工。而在实际执行中，有一部分员工自愿不参加公司的企业年金计划。此

年金计划是否可视为对全体员工的并根据有关政策进行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

（2）企业为员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的同时，又为即将退休的市（州）、县经理一次性购买了价

值不菲的补充养老保险。为小众群体购买的补充养老保险是否进行纳税调整。

（3）企业为员工购买的商业保险费用（含补充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医保补充团体医疗保

险、团体重大医疗保险等），在保险公司缴纳保费。账目中未严格区分。应如何进行企业所得

税处理。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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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理解事项

① 补充医疗保险：错误理解全体员工

稽查意见：对于企业为员工支付的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如企业制定的相关方案

或制度针对全体员工，而部分员工自愿不加入的，可视为财税〔2009〕27号中规定的“全体员

工”，不予调整。

为部分管理层额外购买的补充养老保险应进行纳税调整。

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商业保险，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理。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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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健康险还没着落

北京国税企业所得税热点问题（2017年9月）1.企业为员工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能否在企业所

得税前扣除？

答：企业为员工购买的商业健康保险，符合补充医疗保险的，可以作为补充医疗保险在企业所

得税前扣除。

注：注意查阅国家税务总局12366网站中所得税司的培训：从应付职工薪酬发放的可以扣除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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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小结

➢ 范围：不可错误理解“应付职工薪酬”的实际发生额，并不等于真的“实际发生额”

➢ 时间：不可错误理解计算期间

➢ 职工教育经费：看着来办，谨慎从事

➢ 不能纳税调减的计量结果：这是个错（按填报说明，工资薪金会有纳税调减，其他的难道没有了吗？）

➢ 调整口径：全体发生制，不管利润总额，是对调整逻辑的偏差操作，但这也比较现实

➢ 填写科目之间的调整：工资薪金与福利费

汇算清缴系列（1）：职工薪酬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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