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主要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

险三部分组成。其中，补充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职业年金，是指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

险的基础上，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

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国办发〔2015〕18 号）明确，职业年金

所需费用由单位和工作人员个人共同承担，全部的缴费都计入本人职业年金个人

账户。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都计入本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

营收益，按规定计入职业年金个人账户。

《企业年金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令第 36号）规定，企

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企业年金基金实行完全积累，为每

个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资运营。企业年金基

金投资运营收益并入企业年金基金。

职业年金的缴费比例固定的，单位按缴费基数的 8%，个人按缴费基数的 4%；

而企业年金的缴费比例是弹性的，由企业和职工在规定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其中

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

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12%。

1.补充养老保险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批复》（财税﹝2005﹞

94号）规定：为职工个人购买商业性补充养老保险等，在办理投保手续时应作

为个人所得税的“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因各种原

因退保，个人未取得实际收入的，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应予以退回。



2.年金递延纳税政策

年金递延纳税，是指在年金缴费环节和年金基金投资收益环节暂不征收个人

所得税，将纳税义务递延到个人实际领取年金的环节。

2013年 12 月份，为促进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发展，在研究借鉴发达

国家通行做法的基础上，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出台了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递延

纳税政策。2018 年 12月，根据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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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个人实际领取时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做了适当的调整。

（1）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缴纳时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①企业和事业单位(以下统称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标准，为在本

单位任职或者受雇的全体职工缴付的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以下统称年金)单位缴

费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②个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缴付的年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

资计税基数的 4%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③超过上述第①项和第②项规定的标准缴付的年金单位缴费和个人缴费部分，

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所得，依法计征个人所得税。税款由建立年金的单

位代扣代缴，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解缴。

④企业年金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为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月平均工资按

国家统计局规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月平均工资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

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以上的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计税

基数。



职业年金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为职工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职工岗位

工资和薪级工资之和超过职工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

300%以上的部分，不计入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

特别说明：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居

民个人综合所得收入额中可以扣除的“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包括个人缴付符合

国家规定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因此有人认为，自 2019年 1 月 1 日起，对于

个人依照《企业年金办法》《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缴付的企业年金、职

业年金，可以在综合所得计缴个人所得税时，在收入额中可以全额扣除。不再受

《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

规定，只能在收入额中扣除“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 4%标准内的部分”。

但是，《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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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没有对这一条规定作出明确的调整，建议纳税人和扣减

义务人多注意后期这方面的后续调整规定。

（2）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分配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即

在年金投资环节，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分配计入个人账户时，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3）领取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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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2019 年 1月 1 日后，领取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处理如下：

①达到退休年龄正常领取

个人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领取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符合《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

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规定的，不并入综合所得，全额单独计算应纳

税款。其中按月领取的，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按季领取的，平均分摊计入



各月，按每月领取额适用月度税率表计算纳税；按年领取的，适用综合所得税率

表计算纳税。

不再执行财税〔2013〕103 号文件规定的平均分摊入月计税的方法。

②出境定居等依法提前领取年金

个人虽未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出境定居的，其职业年金或企业年

金个人账户资金，可根据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工作人员在职期间死亡，

或者职工或者退休人员死亡后，其职业年金、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对于个人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个人死亡后，其

指定的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的年金个人账户余额，适用综合所得税率

表计算纳税。

③其他原因一次性领取年金

对个人除上述特殊原因外一次性领取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余额的，适用月度税率

表计算纳税。

④个人领取年金时，其应纳税款由受托人代表委托人委托托管人代扣代缴。年

金账户管理人应及时向托管人提供个人年金缴费及对应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明细。

托管人根据受托人指令及账户管理人提供的资料，按照规定计算扣缴个人当期领

取年金待遇的应纳税款，并向托管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解缴。

⑤建立年金计划的单位、年金托管人，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

的有关规定，实行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受托人有责任协调相关管理人依法向

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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