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形一

赡养老人错填成了岳父、岳母(公公、婆婆)

政策规定：《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中的被赡养人是指纳

税人年满 60周岁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满 60 周岁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处理方法：作废已填报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赡养老人记录，只保留纳

税人自己父母其中一位年满 60周岁老人的填报记录。

情形二

赡养人非独生子女，赡养老人分摊方式误选择成独生子女

政策规定：《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为非独生子

女的，由其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2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

每月 1000元。

特殊情形：一个纳税年度内，如纳税人的其他兄弟姐妹均已去世，其可在第

二年按照独生子女赡养老人标准 2000元/月扣除。

处理方法：进入“填报详情”页面，点击下方【修改】➜【修改分摊方式】，

修改完毕后，点击下方【确认修改】。

情形三

同一子女的教育信息中的本人扣除比例夫妻双方都选择成了 100%

政策规定：《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的子女接受

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父母

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

准的 50%扣除。



处理方法：子女教育的扣除分配，可以选择由夫妻一方扣除或者夫妻双方平

摊扣除，具体扣除比例夫妻双方协商后，进入“填报详情”页面，修改分配比例或

作废该条信息。

情形四

子女本科毕业后不再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子女教育终止时间未录入继续享

受扣除的

政策规定：《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学历教育，为子女

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入学的当月至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的当月。

处理方法：请在 2020年度该条子女教育信息中录入教育终止时间;如果已确

认到 2021年度，需在 2021年度进行作废处理。

情形五

婚后购买住房的首套房贷利息扣除比例“是否婚前各自首套贷款，且婚后分

别扣除 50%”选择为“是”的情形

政策规定：夫妻双方婚前分别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住房贷款，其贷款利息支

出，婚后可以选择其中一套购买的住房，由购买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

可以由夫妻双方对各自购买的住房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

夫妻婚后购买的住房发生首套住房贷款，经夫妻双方约定，可以选择由夫妻

中一方按照 100%扣除，另一方则不能扣除。

处理方法：经夫妻双方约定后，享受扣除一方，进入“房贷利息填报详情”

页面，点击下方【修改】➜【修改扣除比例】，扣除比例选择为否，修改完毕后，

点击下方【确认修改】;另一方如果填报了房贷利息的，则需进行作废处理。

情形六



首套房贷利息本人已填报并享受扣除，再次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房贷利息由

夫妻另一方填报扣除的

政策规定：如纳税人此前已享受过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那么其按照首套住房

贷款利率贷款购买的第二套住房，则夫妻双方均不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处理方法：请作废夫妻另一方填报的再次购买住房发生的首套房贷利息专项

附加扣除。

情形七

住房房贷已还清，未修改贷款期限(月数)继续享受扣除的

政策规定：《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住房贷款利息，为

贷款合同约定开始还款的当月至贷款全部归还或贷款合同终止的当月，扣除期限

最长不得超过 240个月。

处理方法：如果已在 2020年度某月还清房贷，请在 2020 年度修改房贷利息

中的贷款月数;如果已确认到 2021年度，还需在 2021年度进行作废处理。

情形八

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都填报了住房租金

政策规定：《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主要工作城市是指

纳税人任职受雇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地区、州、盟)全

部行政区域范围;纳税人无任职受雇单位的，为受理其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税务

机关所在城市。夫妻双方主要工作城市相同的，只能由一方扣除住房租金支出。

处理方法：夫妻双方协商由一方扣除，另一方进行作废处理。

情形九



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夫妻一方填报了住房租金，另一方填报了房贷利息

政策规定：《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及其配偶在

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同时分别享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

处理方法：夫妻双方协商扣除项目，另一方需做作废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