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纳税人是指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而扣缴义务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

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纳税义务人是真正承担纳税义务

的人，而扣缴义务人只是因为与纳税人发生了某种经济联系，法律便赋予其代扣

代缴或是代收代缴的义务。扣缴义务人只是负有代缴的义务，并不是真正的纳税

人。

什么是纳税义务人：

纳税义务人，简称为纳税人，是指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

人。纳税人也称纳税主体。通俗地说，就是指谁有义务向国家缴纳税款，谁就是

纳税人。

什么是扣缴义务人：

代扣代缴义务人:亦称“扣缴义务人”，即有义务从持有的纳税人收入中扣除应

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企业或单位。确定代扣代缴义务人，有利于加强税收的源泉

控制，简化征税手续，减少税款流失。

代扣代缴义务人主要有以下两类:

(1)向纳税人支付收入的单位

(2)为纳税人办理汇款的单位。

对税法规定的扣缴义务人，税务机关应向其颁发代扣代缴证书，明确其代扣

代缴义务。代扣代缴义务人必须严格履行扣缴义务。对不履行扣缴义务的，税务

机关应视其情节轻重予以处置，并责令其补缴税款。

举个例子，个人所得税在单位发工资的时候由单位代缴了，那单位就是代扣

代缴义务人，而这个被代缴的个人，就是纳税人。

需要注意的是，扣缴义务是法定义务，不是约定义务，不可转移。扣缴义务

人不能以我不知道，或没有人告诉我要扣缴税款作为免责的理由。



在实务中，扣缴义务人最常涉及到的税务风险主要有以下两类违法行为：

偷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扣缴义务人

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

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应扣未扣税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条规定 扣缴义务

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对扣缴义务人

处应扣未扣、应收未收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前者偷税有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后者应扣未扣税款不涉及刑事责任。

而在扣缴个人所得税的过程中，多数扣缴义务人易出现以下几项错误点：

风险点一：未履行扣缴义务

例：甲公司聘请王某为公司员工讲课，支付讲课费 1 万元。王某在税务部门代开

了发票。公司财务人员支付讲课费时，未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风险分析

大部分单位在支付个人工资薪金所得时，能够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不过，一

些扣缴义务人在支付多种类型的个人收入时，往往分不清哪些项目需要代扣代缴

税款。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61 号）第四条对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

报的应税所得进行了列举，主要包括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

然所得。由此可见，向个人支付所得时，除经营所得外，其他项目均需履行个人

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义务。



对甲公司来说，在向王某支付讲课费时，应预扣个人所得税 10000×（1-20%）

×20%=1600（元），经申报缴纳税款，实际向王某支付 10000-1600=8400（元）。

风控建议

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是扣缴义务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对于向自然人

支付的每一笔款项，扣缴义务人都要认真研判，确认是否属于应税所得，并与收

款人充分沟通，如实履行扣缴申报义务。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支付给个人的劳务

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财产租赁等所得金额小于 800元，按次确认的应纳

税额为 0，扣缴义务人也需要履行申报义务，如实申报个人的收入情况。

风险点二：遗漏扣缴项目

例：乙公司支付工资薪金时一直认真履行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但是财务人

员认为，物业补贴不属于应税项目，未将其计入员工的应税所得扣缴税款。

风险分析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照国务院规定发放的政府特殊津

贴、院士津贴，以及国务院规定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其他补贴、津贴，可以免

税。同时，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

的津贴、补贴所得，应计入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物

业补贴属于应税项目，应该计入员工的应税所得扣缴税款。

工资薪金收入项目较多，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工作津贴、生活补贴、通讯

补贴、交通补贴、物业补贴、卫生费等不胜枚举。此外，员工还可能取得绩效奖

金，以及补发工资等。一些扣缴义务人在扣缴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时，对

于哪些收入项目属于应税项目，哪些属于不征税项目或免税项目，并不是很清晰，

容易出现遗漏。

乙公司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企业财务人员对物业补贴是否属于应税

项目认识不清，导致遗漏扣缴项目，给企业带来应扣未扣税款的风险。

风控建议



支付给员工的各项工资薪金，只要没有免税或者不征税的规定，就要计入其

应税所得，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应对工资的各项目逐项进行梳理，

必要时，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咨询。值得注意的是，个人所得包括现金、实物、

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济利益。扣缴义务人在以现金以外的形式支付所得时，

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履行扣缴义务。

风险点三：适用税目错误

例：丙公司为引进人才，一次性向张某支付人才引进费 100 万元，之后张某

成为该企业员工。丙公司在支付人才引进费时，按劳务报酬所得，代扣代缴张某

个人所得税 1000000×（1-20%）×40%-7000=313000（元）。丁公司也以同样的方

式引进人才李某，一次性向李某支付人才引进费 100万元，并按偶然所得代扣代

缴李某个人所得税 1000000×20%=200000（元）。

风险分析

相同的款项，由于适用税目不同，所扣缴的税款金额相差 113000元。但其

实，丙公司和丁公司都存在适用税目错误的问题。人才引进费，实际上是在工资

以外给予员工的补贴，该补贴是因为任职才取得。因此，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

定，人才引进费是“因任职或者受雇取得”，应与其他工资薪金合并，适用 3%~45%

的超额累进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风控建议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采用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模式，个人所得税法中规

定了 9项所得，各项所得的适用税率、税款计算方式等均有差异。扣缴义务人在

支付个人款项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首要之事是确认款项性质，准确确定适

用税目。特别是对于以往从未发生过的个人款项支付业务，建议扣缴义务人在支

付前认真对照个人所得税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确认，必要时可咨询主管税务

机关。



风险点四：计税依据及入账凭证错误

例：丁公司接受自然人孙某提供的劳务，约定报酬 1 万元，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由孙某自行负担，个人所得税由企业负担。孙某已在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开票

金额 1万元。丁公司向孙某支付了报酬 1万元，并以 1万元为应税所得，代为扣

缴孙某个人所得税 10000×（1-20%）×20%=1600（元）。丁公司共发生支出 11600

元，以孙某提供的金额 1 万元的发票和扣缴 1600 元的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入账。

风险分析

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的各项应税所得，均为含个人所得税的所得。如果约定

个人所得税由支付单位负担，则个人取得的所得，是不含个人所得税的所得。也

就是说，扣缴义务人为纳税人负担的税款，应视为向纳税人支付的所得，计入代

扣税款的计税依据。同时，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是取得收入的个人，扣缴义务人

只是负责代扣代缴，并不实际负担税款。因此，丁公司代扣代缴的 1600 元税款，

并不是其支出项目，企业不能凭完税凭证入账，这 1600元也不能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丁公司正确的处理是：先将支付给孙某的不含个人所得税收入 1 万元换算成

含税收入 10000÷[1-（1-20%）×20%]=11904.76（元），然后以 11904.76 元作为应

税所得，计算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款 11904.76×（1-20%）×20%=1904.76（元）。

此后，由孙某到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开票金额为 11904.76元。这样，丁公司支

付孙某 1万元，并代扣代缴税款 1904.76元，同时以 11904.76元的发票入账，按

照 11904.76元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风控建议

实务中，自然人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达成约定，由扣缴义务人为纳税人负担

税款的情况比较常见。建议双方在签订合同前对个人收入进行换算，并以含个人

所得税的收入金额签订合同。后期个人代开发票，扣缴义务人代扣个人所得税等，

均以此含税金额为依据。这样也可以规避代纳税人负担的税款不能税前扣除的风

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