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工资虽然看起来是小事，但是其中的涉税问题可不容小觑。处理不好，企

业很容易发生涉税风险，被罚不说，还可能影响公司的经营发展。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不合法合规的工资发放形式，各位老板们和

会计要特别注意，打工一族的我们也更该了解了解，别事情发生到自己头上了却

还不自知......

冒用别人信息，虚列工资！

新个税汇算清缴以来，税务局常常接到了不少人的投诉电话：莫名其妙“被

任职”，凭空多了份“收入”。

不用想，被投诉的企业基本都被稽查了......

之前企业冒用他人身份来虚列工资，税务局或许很难稽查到；但，随着个税

App 的全面普及和个税汇算清缴的进行，以后企业再想冒用他人信息虚列工资，

可要小心咯~

违规通过现金发工资

有些企业，工资全部或部分通过现金发放，虽说没有明文规定，但一旦被查，

这将是税务局稽查的重点。

大额现金管理试点通知发布后，私户大额交易或频繁交易也会出现异常，一

旦异常就会被查，一查可就是 3 年的账务呢。

找发票，领工资

有些公司自认为很聪明，为了“避税”将工资拆分，一部分通过公户发放，一

部分需要员工找票来发工资，这样做既避免了社保、个税的麻烦，又可以抵税。



但这种做法，虽说短时间内没有问题，但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企业费用异常，

那时不想引起税务局的注意都难。

补贴未列入工资，申报个税

以现金形式发放的补贴（出差补贴、取暖补贴、通讯补贴等）未列入工资申

报个税，造成偷税。

这个已有案例在前，大伙儿不妨去翻阅看看。

当然了，也并不是所有的补贴都需要并入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税的。比如：

“取暖补贴”，按照规定是需要并入工资缴纳个税的，但有些地区又出台了一些限

额免征政策。

所以日常操作时，还是要多多关注本地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工资薪金、劳务费随意转化

有些企业为了达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件，以享受相关税政优惠，往往会

人为地去控制职工总人数以满足技术人员的占比条件。

还有一些公司，明明支付的是劳务费，却因为无法取得发票，而变成工资发

放等等。

这都是不可取的。

工资高却按最低基数交社保

有些企业发工资一直是按实际数发放，缴纳社保却一直按最低基数缴纳，这

种操作=违法。



特别是这个月开始，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实施“社保入税”，这也意味着，社

保监管会越来越严，也不排除税务局会通过申报的财务报表工资数、个税申报的

工资数与社保基数作比对稽查。

随意降低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如果需要变更工资结构，降低基本工资，需要

征得员工同意，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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