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明工资一样多，为什么扣的税不一样呢？ 

——新个税解锁 

 

 

 

 

 

 

 

 

 

 

 

 

 

 

 

 

 

 

 

 

 

 

 

 

 

 

 

 

 

 

 

 

 

 

 

 

 

 

 

施新个人所得税法若干征管

衔接问题的公告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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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落实新

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全面实施新个人所得税法

若干征管衔接问题的公告中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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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月办理全员全额扣缴

申报。为贯彻落实新修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

面实施新个人所得税法若干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政策规定，从 2019年 1月 1日起，个

人工资薪金所得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采取累计预扣法进行预扣预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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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应预扣预缴税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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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预扣率及速算扣除数见下表《个人所得税预扣率表》）

 



 

 

 

 

 

 

 

 

 

 

 

 

 

 
例：小李 2019年每月应发工资均为 30000元，每月减除费用 5000元，“三险一

金”等专项扣除为 4500 元，享受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两项专项附加扣除共计 2000

元，没有减免收入及减免税额等情况。以 1-3 月份为例，各月应预扣预缴税额如

下表： 

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税金计税表                                     

 

具体计算公式为： 

1月份：（30000-5000-4500-2000）×3%=555 元； 

2月份：（30000×2-5000×2-4500×2-2000×2）×10%-2520-555=625 元； 

3月份：（30000×3-5000×3-4500×3-2000×3）×10%-2520-555-625=1850 元。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由于 2月份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为 37000元，已适用

10%的税率，因此 2月份和 3月份应预扣预缴税款有所增加。小李 1-3月份各月

工资薪金收入均为 30000 元，由于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的递增，计税适用

的税率不同，导致小李 1-3月份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也发生变化。 

 
哇哦，原来是这样呀，现在

我懂啦，谢谢你财务老师！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财务处 

2019年 4月 

 

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