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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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税务

总局制定了《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现予以发布，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及预扣率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8 年 12月 21日 

  

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行为，维护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扣缴义务人，是指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扣缴义务人应当依

法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 

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是指扣缴义务人应当在代扣税款的次月十五日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报送其支付所得的所有个人的有关信息、支付所得数额、扣除事项和数额、

扣缴税款的具体数额和总额以及其他相关涉税信息资料。 

http://hd.chinatax.gov.cn/guoshui/action/ShowAppend.do?id=16362


第三条 扣缴义务人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的税款，应当在次月十五日内缴入

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第四条 实行个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应税所得包括： 

（一）工资、薪金所得； 

（二）劳务报酬所得； 

（三）稿酬所得； 

（四）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五）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六）财产租赁所得； 

（七）财产转让所得； 

（八）偶然所得。 

第五条 扣缴义务人首次向纳税人支付所得时，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纳税人识

别号等基础信息，填写《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A表）》，并于次月扣缴申报

时向税务机关报送。 

扣缴义务人对纳税人向其报告的相关基础信息变化情况，应当于次月扣缴申报时

向税务机关报送。 

第六条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时，应当按照累计预扣法计

算预扣税款，并按月办理扣缴申报。 

累计预扣法，是指扣缴义务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预扣预缴税款时，以纳税人在本

单位截至当前月份工资、薪金所得累计收入减除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

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和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累计预

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适用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见附件），计算累计应预扣

预缴税额，再减除累计减免税额和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其余额为本期应预扣预

缴税额。余额为负值时，暂不退税。纳税年度终了后余额仍为负值时，由纳税人

通过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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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累计专项

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在本单位的任职

受雇月份数计算。 

第七条 居民个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有关信息并依法要求办理专项附加扣除的，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规定在工资、薪金所得按月预扣预缴税款时予以扣除，不得

拒绝。 

第八条 扣缴义务人向居民个人支付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

得时，应当按照以下方法按次或者按月预扣预缴税款：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其中，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减除费用：预扣预缴税款时，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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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应预扣预缴税额。劳务报酬所得适用个人所得税预

扣率表二（见附件），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百分之二十的比例预扣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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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收入额，并入年度综合所得计算应纳税款，税款多退少补。 

第九条 扣缴义务人向非居民个人支付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和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时，应当按照以下方法按月或者按次代扣代缴税款： 



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五千元后的余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三（见附件）计算应纳税额。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其

中，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百分之七十计算。 

非居民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税款扣缴方法保持不变，达到居民个人条件时，应

当告知扣缴义务人基础信息变化情况，年度终了后按照居民个人有关规定办理汇

算清缴。 

第十条 扣缴义务人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

或者偶然所得时，应当依法按次或者按月代扣代缴税款。 

第十一条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

以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

一次。 

财产租赁所得，以一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支付利息、股息、红利时取得的收入为一次。 

偶然所得，以每次取得该项收入为一次。 

第十二条 纳税人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应当在取得应税所得时主动向扣缴

义务人提出，并提交相关信息、资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税款时按照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有关办法办理。 

第十三条 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应当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纳

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纳税人年度中间需要提供上述信息的，

扣缴义务人应当提供。 

纳税人取得除工资、薪金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扣缴税款后，

及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 

第十四条 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计算税款、办理扣缴申报，不



得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供的信息。 

扣缴义务人发现纳税人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可以要求纳税人修改。纳

税人拒绝修改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报告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纳税人发现扣缴义务人提供或者扣缴申报的个人信息、支付所得、扣缴税款等信

息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有权要求扣缴义务人修改。扣缴义务人拒绝修改的，纳税

人应当报告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应当及时处理。 

第十五条 扣缴义务人对纳税人提供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应

当按照规定妥善保存备查。 

第十六条 扣缴义务人应当依法对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等相关涉税信息

和资料保密。 

第十七条 对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扣缴的税款，按年付给百分之二的手续费。不

包括税务机关、司法机关等查补或者责令补扣的税款。 

扣缴义务人领取的扣缴手续费可用于提升办税能力、奖励办税人员。 

第十八条 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纳税人不得拒绝。纳税人拒绝的，

扣缴义务人应当及时报告税务机关。 

第十九条 扣缴义务人有未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报送资料和信息、未按照纳税人

提供信息虚报虚扣专项附加扣除、应扣未扣税款、不缴或少缴已扣税款、借用或

冒用他人身份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处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相关表证单书式样，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发布。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个

人所得税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5〕205 号）

同时废止。 

  



附件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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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00 元 3 0 

2 超过 36000元至 144000元的部分 10 2520 

3 超过 144000 元至 300000元的部分 20 16920 

4 超过 300000 元至 420000元的部分 25 31920 

5 超过 420000 元至 660000元的部分 30 52920 

6 超过 660000 元至 960000元的部分 35 85920 

7 超过 960000 元的部分 45 181920 

 

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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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元 20 0 

2 超过 20000元至 50000元的部分 30 2000 

3 超过 50000元的部分 40 7000 

 

个人所得税税率表三 
（非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适用） 

级数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不超过 3000元 3 0 

2 超过 3000元至 12000元的部分 10 210 

3 超过 12000元至 25000元的部分 20 1410 

4 超过 25000元至 35000元的部分 25 2660 

5 超过 35000元至 55000元的部分 30 4410 

6 超过 55000元至 80000元的部分 35 7160 

7 超过 80000元的部分 45 15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