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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籍人纳税义务的判定

• 外籍人个税计算

•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 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金税款计算

热点解读Ⅱ



外籍人纳税义务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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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纳税义务的判定

——“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判定

纳税人身份 定义 纳税义务范围

居民个人
•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
• 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

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个人
境内所得+境外所得

非居民个人

•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的个
人

• 无住所且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
境内居住累计不满183天的个人

境内所得

住所：
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
内习惯性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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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纳税义务的判定

—— 境内所得范围

境内所得范围

所得项目 所得来源地判定标准

• 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内
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服务提供地

• 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内
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出租财产使用地

• 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内使用
而取得的所得 特许权使用地

• 转让中国境内的不动产等财产或
在中国境内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
所得

不动产、土地所在地，财
产转让地

• 从中国境内企业、事业单位、其
他组织以及居民个人取得的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

支付方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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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纳税义务的判定

—— 外籍人的“六年法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
度连续不满六年的，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其来源于中国境外且由
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中国境内居
住累计满183天的任一年度中有一次离境超过30天的，其在中国境内
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的连续年限重新起算。

第五条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
住累计不超过90天的，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并
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予缴纳个人所
得税。

六年：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年度连续满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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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纳税义务的判定

—— “居民个人”与“非居民个人”薪金性收入适用的申报方式

• 综合所得

• 专项附加扣除；或

• 外籍人免税补贴（2021.12.31前）

• 按年计算，按月预扣预缴

居民纳税人

• 按月计算个税并由扣缴
义务人按月代扣代缴

非居民纳税人



外籍人个税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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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
= 全年收入额 – 基本减除费用 - 全年专项扣除 - 全年专项附加扣
除 / 全年外籍人免税补贴 - 全年其他扣除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级数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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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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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基本减除费用：6万/年即5000/月

专项扣除：三险一金（外籍人一般无公积金）

专项附加扣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

或外籍人免税补贴（2021.12.31以前）

其他扣除



www.dezshira.com 11

外籍人个税计算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

七、关于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的政策

（一） 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外籍个人符合居民个人条件
的，可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按照《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1994〕20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1997〕54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港澳
地区住房等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2004〕29号）规定，享
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但不得同时
享受。外籍个人一经选择，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

（二）自2022年1月1日起，外籍个人不再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
女教育费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应按规定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www.dezshira.com 12

外籍人个税计算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外籍人免税补贴申请的注意事项

金额合理 劳动合同中有相应条款

合规发票 租房的还应有租房协议

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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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 累计预扣法

• 扣缴义务人按月预扣预缴

• 纳税人年终汇算清缴

纳税征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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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居民个人

综合所得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不
与外籍人免税补
贴同享）

扣缴义务人

按月预扣预缴
税款，次月15
日前

居民个人

年终如需要补
税或退税

居民个人

汇算清缴

次年3月1日至6
月30日

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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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例子：

某外籍职员, 2018年入职，2019年每月应发工资均为30,000元，每月减除费用5,000
元，社保等专项扣除为4,500元，选择享受外籍人租房补贴2,000元每月，不能与专项
附加扣除同时享受，没有减免收入及减免税额等情况，以前三个月为例，应当按照以
下方法计算各月应预扣预缴税额：

1月份：(30000–5000-4500-2000）×3% = 555元；

2月份：(30000×2-5000×2-4500×2-2000×2）×10% -2520 -555 =625元；

3月份：(30000×3-5000×3-4500×3-2000×3）×10% -2520 -555-625 =1850元；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由于2月份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为37000元，已适用10%的
税率，因此2月份和3月份应预扣预缴有所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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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工资薪金月度应纳税所得额

= 月度实际收入额 - 减除费用（5,000元）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三 

（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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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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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
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
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
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非居民个人综合所得沿
用分类分项、按月按次
代扣代缴方式，不办理

年终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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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个税计算

——“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性所得

例子：

某外籍职员, 2019年11月首次来华就职，2019年在华停留天数累计不足183
天，为“非居民个人”。2019年11月计发工资为25,000元，月减除费用
5,000元，其当月应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额为：

11月份：(25000–5000）× 20% - 1410 = 2590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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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财税〔2018〕164号
一、关于全年一次性奖金、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
奖励的政策

（一）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
号）规定的，在2021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
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照本通知所附按月换算后的综合所得税率表
（以下简称月度税率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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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

自2022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

过渡期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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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过渡期优惠政策 – 全年一次性奖金

 过渡期： 2019年1月1日 – 2021年12月31日

 适用范围：“居民个人”取得符合规定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选择
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而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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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自2022年1月1日起，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应并入当年综合
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3000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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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终一次性奖金税率表



www.dezshira.com 23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例子1：

小李2018年入职，于2019年全年从雇主处取得薪金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人民币
150,000元（已扣除所有可扣除项）。2019年12月另从雇主处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收入，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该雇主为其唯一雇主，且小李除以上收入外没有其
他收入/所得。

选择方式 综合所得应纳税额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 全年应纳税额

方式1：
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
入当年综合所得

150,000×20%－16,920＝
13,080 50,000×10%－210＝4,790 17,870

方式2：
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
当年综合所得

(150,000＋50,000)×20%－16,920 ＝23,080 23,080

差异 方式1 – 方式2 - 5,210

结论：不并入综合所得更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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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例子2：

小张于2017年入职，其2019年全年从雇主处取得薪金所得为48,000元，全年各种
可扣除费用共计90,000元，2019年12月另从雇主处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金
额为人民币36,000元。该雇主为其唯一雇主，且小张除以上收入外没有其他收入/
所得。

选择方式 综合所得应纳税额 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纳税额 全年应纳税额

方式1：
全年一次性奖金不并入
当年综合所得

48,000 – 90,000 < 0 
应纳税所得额 = 0
故需缴税款0元

36,000×3% - 0＝1,080 1,080

方式2：
全年一次性奖金并入当
年综合所得

48,000 +36,000 – 90,000 < 0
应纳税所得额 = 0
故需缴税款0元

0

差异 方式1 – 方式2 1,080

结论：并入综合所得更省税



盲区表

2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标准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宁少千元不超一元



2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标准

Judy全年一次性
奖金：

RMB36,000
适用税率：3% 应交税费：

RMB1,080
税后奖金数额：

RMB34,920

Nina全年一次性

奖金：
RMB36,001

使用税率：
10%

应交税费：
RMB3,390.10

税后奖金数额：
RMB32,610.9

Nina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只比Judy多了1元钱，却要多缴个税
2,310.10元！税后的一次性奖金Nina反而比Judy少了2,309.10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例子3：



2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条件标准

全年一次性奖金个税筹划

年终奖个税筹划计算器



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金税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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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金税款计算

财税〔2018〕164号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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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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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渡期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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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金税款计算

新旧政策对比

变化 条款

废止条款

1.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经济补偿金
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8号）；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因解除劳动合同取得一
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0】77号）；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
取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1】157号）-部分废止。

继续有效条
款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
得的一次性补偿收入征免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1】157号）：
二、个人领取一次性补偿收入时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
比例实际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费、基本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可以在计征其一次性补偿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时
予以扣除。
三、企业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宣告破产，企业职工从该破
产企业取得的一次性安置费收入 免征个人所得税



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金税款计算

李先生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200,000元，该市上
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0,000元，李先生已经在该公司工作15年。李先
生应缴纳多少个税？

 旧政策下 :

• 确定应税收入 = 200,000 - 40,000 * 3 = 80,000 

• 对应税收入进行平均 = 80,000 / 12 = 6,666.67

• 应纳税额= [(6,666.67 – 3,500) * 10% - 105] * 12 = 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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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金税款计算

李先生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取得一次性补偿收入200,000元，该市上
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0,000元，李先生已经在该公司工作15年。李先
生应缴纳多少个税？

 新政策下（164号文）:

应纳税所得额= 200,000 - 40,000 * 3 = 80,000 

应纳税额= 80,000 * 10% - 2520 = 5,480 

www.dezshira.com 32

例子



解除劳动关系一次性补偿金税款计算

新旧政策主要变化点：

1. 是否考虑员工工作年限的差异

2. 费用扣除的差异

3. 扣缴期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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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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