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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指引 

 

 

2020 年 7 月 28 日，税务总局发布了 2020 年第 13 号公告《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

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此公告主要是完善调整年度中间首次取得工

资、薪金所得等人员关于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其中包括对连续性劳务报酬和全日制学生实习

所得劳务报酬规定的调整。本文将结合最新政策，对有关劳务报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规定进行分

析和解读。 

 

首先需要清楚的是，怎样区分工资、薪金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二者都属于综合所得，取得方式都

是通过提供各项劳务活动。区分的关键点是看提供劳务活动的个人是独立的还是非独立的。换句话

来说，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后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兼职人员是受雇主授权，在授权范围内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双方成立的关系是属于雇佣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兼职人员取得的收入属于工资、薪金

所得，由扣缴义务人按工资、薪金所得的方式计算和扣缴个人所得税。 

 

其次，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的个人所得税处理方式是不同的。关于居民个人和非居

民个人的界定，可参考本所整理“中国个人所得税指南（一）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界定”。 

 

此外，居民个人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1、 年度已预缴税额大于年度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包括年度综合所得收入额不超过 6 万元但已

预缴个人所得税；年度中间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适用的预扣率高于综合所得年适用

税率；预缴税款时，未申报扣除或未足额扣除减除费用、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

的其他扣除或捐赠，以及未申报享受或未足额享受综合所得税收优惠等情形。 

 

2、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超过 12 万元且需要补税金额超过 400 元的。包括取得两处及以上综合所得，

合并后适用税率提高导致已预缴税额小于年度应纳税额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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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  

 

 

根据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应税所得分为九类，

并实行不同的征税办法。居民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

费所得四项劳动性所得称为综合所得，被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率

为 3%至 45%。综合所得采取月度预扣预缴加年度汇算清缴的方式进行申报个人所得税。 

 

本文将会分析居民个人取得的一般性劳务报酬和特殊性劳务报酬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及解读预

扣预缴阶段和汇算清缴阶段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一、  一般性劳务报酬 

 

一般性劳务报酬所得是指从事设计、装潢、安装、制图、化验、测试、医疗、法律、会计、

咨询、讲学、新闻、广播、翻译、审稿、书画、雕刻、影视、录音、录像、演出、表演、广

告、展览、技术服务、介绍服务、经纪服务、代办服务以及其他劳务取得的所得。 

 

1、 预扣预缴环节 

 

对于一般性劳务报酬和其他非连续劳务报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

按八百元计算；每次收入四千元以上的，减除费用按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计算。税率为：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1： 

居民个人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级数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 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20,000 元 20 0 

2 超过 20,000 元至 50,000 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 50,000 元的部分 40 7,000 

 

2、 年度汇算清缴 

 

居民个人办理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应当依法计算劳务报酬所得的收入额，并入年

度综合所得计算应纳税款，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款多退少补。税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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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2-综合所得税税率表：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1 号发布) 

级数 累计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6，000 元 3 0 

2 超,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2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例 1】 

 

居民个人张某为甲公司提供翻译服务，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取得翻译费人民币 12,000

元， 8 月 5 日取得翻译费人民币 30,000 元，12 月 19 日取得翻译费人民币 49,000 元，

假设张某 2020 年无其他收入和其他扣除情况。 

 

居民个人提供翻译服务取得的翻译费属于一般性劳务报酬所得，其个人所得税计算如下： 

 

预扣预缴环节 

 

4 月需要预缴的个人所得税=12,000×（1-20%）×20%=1,920 元 

8 月需要预缴的个人所得税=30,000×（1-20%）×30%-2,000=5,200 元 

12 月需预缴的个人所得税=49,000×（1-20%）×30%-2,000=9,760 元 

 

年度汇算清缴 

 

年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12,000+30,000+49,000-60,000）×3%=930 元 

张某应退税额 =1,920+5,200+9,760-930=人民币 15,950 元 

 

二、  特殊劳务报酬 

 

对于特殊劳务报酬，本文主要通过连续性劳务报酬（计税主要适用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

这些群体）和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的劳务报酬进行分析。对于这两种

特殊的劳务报酬，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既有别于一般劳务报酬，其二者个人所得税计算方式

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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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在计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及年度汇算清缴时所适用的税率是相同的，即七级超额累进

税率，税率如下。不同之处在于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3-个人所得税预扣适用：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61 号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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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 元 3 0 

2 超,36,000 元至 144,000 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 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 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 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 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一） 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劳务报酬 

 

1、 预扣预缴环节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8﹞164 号）文件规定，对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

佣金收入属于劳务报酬所得，扣缴单位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预扣个人所得

税 。可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正常问答”。 

 

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由展业成本和劳务报酬两部分构成。

考虑到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在开展业务的时候，会承担一定的展业成本，对

其佣金收入全额计税就不太合理。税制改革后，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的佣金

收入应当依法纳入综合所得，每年有 6 万元的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附

加扣除、其他扣除等扣除项目，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发生一定变化，为此，调整

了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的计税方法，以保持税收政策连续稳定。 

 

由于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与提供劳务的单位没有任职受雇关系，并且保险营

销员、证券经纪人提供劳务具有不连续性，所以单位可能并不掌握他们的的专项

扣除情况，也不能正确计算他们的专项附加扣除。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人数

众多，还可能受雇多个公司，存在重复扣除的问题。因此，单位在预扣预缴劳务

报酬所得时，不扣除专项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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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税时，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取得的佣金收入，以不含增值税的收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再减去展业成本以及附加税费后，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

算个人所得税。其中，展业成本按照不含增值税的佣金收入减除 20%费用后余

额的 25%计算。 

 
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 

-累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额-累计减除费用-累计其他扣除 

收入额=不含增值税收入×（1-20%） 

展业成本=不含增值税收入×（1-20%）×25% 

 

2、 年度汇算清缴 

 

居民个人办理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应自行向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扣

除信息表》进行专项扣除和专项附加扣除申报，依法计算劳务报酬所得的收入额，

并入年度综合所得计算应纳税款，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款多退少补。税率

同一般劳务报酬汇算清缴适用税率。 

 

【例 2】 

 

居民个人刘某为保险营销员，2020 年从 A 保险公司每月取得不含税佣金收入人民币

15,000 元，每月自行缴纳“三险一金”人民币 2,000 元，每月可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人民币 2,000 元。共缴纳增值税附加税人民币 120 元。没有其他扣除。 

 

预扣预缴环节 

 

每月佣金收入=15,000×（1-20%）=12,000 元 

每月展业成本= 12,000× 25%=3000 元 

每月应纳税所得额=12,000-3,000=9,000 元 

 

1 月需要预缴个人所得税=（9,000-5,000）×3%=120 元 

2 月需要预缴个人所得税=（9,000× 2-5,000× 2）×3%-120=120 元 

3-12 月以此类推，算出全年预扣预缴所得税 2,280 元 

 

年度汇算清缴 

 

年度应缴个人所得税=（9,000×12-5,000×12-2,000×12-2,000×12-120）×3%=0 元 

刘某将收到退税=人民币 2,2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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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的劳务报酬 

 

1、 预扣预缴环节 

 

根据国家税务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第二条规定，对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

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的劳务报酬预扣预缴方法，也可以按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

预缴税款。 

 

2020 年 7 月 1 日后，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的劳务报酬预
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减除费用）×预扣率-

速算扣除数-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按照人民币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在本单位开始实习月份

起至本月的实习月份数计算。 

 

2、 年度汇算清缴 

 

居民个人办理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应当依法计算劳务报酬所得的收入额，

并入年度综合所得计算应纳税款，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款多退少补。税率

同一般劳务报酬汇算清缴适用税率。 

 

【例 3】 

 

王某现就读于某所高校，正常情况应于 2021 年 6 月毕业。2020 年在暑期期间 7-8

月在 A 公司实习，老板每月给人民币 6,000 元劳务报酬（7 月、8 月实际发放）。 

 

预扣预缴环节 

 
7 月应预缴个税= （6,000-5,000）×3%=30 元 
8 月应预缴个税= （6,000*2-5,000 ×2 ×3%-30=60 元 

 

年度汇算清缴 

 

如 2020 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人民币 12 万元，需要补税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

元，且没有其他未足额扣除的减除费用，专项附加扣除，可不办理汇算清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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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  

 

 

根据个人所得税税法第六条规定，非居民个人的劳务报酬劳务报酬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

得额”，以及第十一条规定，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有扣缴义务人的，由扣缴义务人按月

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不办理汇算清缴。2018 年 12 月 19 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实施新个

人所得税法若干征管衔接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56 号）第二条明确：非居

民个人的劳务报酬所得，以每次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适用个人所得税税

率表 4 计算应纳税额。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 4 

适用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 元 3 0 

2 超,3,000 元至 12,000 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 12,000 元至 25,000 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 25,000 元至 35,000 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 35,000 元至 55,000 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 55,000 元至 80,000 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 80,000 元的部分 45 15,160 

 

【例 4】 

 

非居民个人取得劳务报酬所得人民币 9,000 元，则他的个人所得税计算为： 

 

应缴纳个人所得税=（9000-9,000×20%）×10%-210=人民币 510 元 
 

 
 

免责声明 

 

本文所及之内容和观点仅为一般信息分享，不构成对任何人的任何专业建议，启源不对因信赖本文所

及之内容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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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源集团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为客户提供中国公司的筹建、注册及各类许可证/牌照的申请

及后续维护、税务筹划及审计服务，有关详情请咨询我们的专业顾问。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