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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员工资等个税 10 要点！ 

 

1.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免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七款规定：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

安家费、退职费、基本养老金或者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 

 

需要提醒的是，退休人员如还取得返聘工资，不需要合并退休工资、离休工资和离休生活补

助费计算缴纳个税；退休人员取得退休工资、离休工资和离休生活补助费不需要汇总到综合

所得计算缴纳个税。 

 

2.离退休人员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离退休工资或养老金以外的各类补贴应按工薪所得缴纳个

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退休人员取得单位发放离退休工资以外奖金补贴征收个人所得税的

批复》(国税函[2008]723号)规定：离退休人员除按规定领取离退休工资或养老金外，另从

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

规定可以免税的退休费、离休费、离休生活补助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离退休人员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应在减

除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通俗的说，原任职单位给离退休人员“发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需要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发布 的公告》（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61 号） 相关规定，按照“工资、薪金所

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离退休人员自行按照综合所得税决定是否需要汇算清缴。 

 

3.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应缴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兼职和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收入如何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

批复》(国税函〔2005〕382 号)规定，个人兼职取得的收入应按照“劳务报酬所得”应税项

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的收入，在减除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标

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7号)规定，

国税函〔2006〕526号第三条中，单位是否为离退休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再作为离退休

人员再任职的界定条件。 

 

通俗的说，离退休人员再任职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判断是否按“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劳

务报酬所得”应税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4.退休人员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按照综合预扣预缴和汇算清缴缴纳个税 

 

居民个人取得综合所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按纳税年度合并计算个人所得税。 

 

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费用六万元以及专项扣除（包括居民个

人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和住房公积金等）、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

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支出）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通俗的说，离退休人员再任职取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可以按规定预扣预缴/汇算清缴时扣

除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

支出。 

 

5.延长离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从所在单位取得的工资、补贴等视同离退休工资免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级专家延长离休退休期间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7号)规定：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是指享受国家发放的



                    

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学者和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延长离休退休年龄的高级专家

按下列规定征免个人所得税： 

 

（1）对高级专家从其劳动人事关系所在单位取得的，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向职工统一发放

的工资、薪金、奖金、津贴、补贴等收入，视同离休、退休工资，免征个人所得税; 

 

（2）除上述 1项所述收入以外各种名目的津补贴收入等，以及高级专家从其劳动人事关系

所在单位之外的其他地方取得的培训费、讲课费、顾问费、稿酬等各种收入，依法计征个人

所得税。 

 

6.个人提前退休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按工资所得计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8〕164号）规定：个人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应按照办理提前

退休手续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实际年度数平均分摊，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单独适

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一次性补贴收入÷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费用

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办理提前退休手续至法定退休年龄的实际年度数。 

 

7.个人办理内部退养手续而取得的一次性补贴收入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58号）规定：实

行内部退养的个人在其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工

资、薪金，不属于离退休工资，应按“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一次性收入，应按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

定离退休年龄之间的所属月份进行平均，并与领取当月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后减除当

月费用扣除标准，以余额为基数确定适用税率，再将当月工资、薪金加上取得的一次性收入，

减去费用扣除标准，按适用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在办理内部退养手续后至法定离退休年龄之间重新就业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应

与其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同一月份的“工资、薪金”所得合并，并依法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8.离退休人员的其他应税所得应依法缴个税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离退休人员取得的个体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

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偶然所得以及其他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9.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等与取得收入不直接相关的支出不能税前扣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关于强化部分总局定点联系企业共性税收风险问题整改工作的通

知》（税总办函〔2014〕652号）中关于“一、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等与取得收入不直

接相关的支出的税前扣除问题”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

业所得税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与

企业取得收入不直接相关的离退休人员工资、福利费等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10. 返聘离退休人员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按规定税前扣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2年第 15号）的规定：“一、关于季节工、临时工等费用税前扣除问题企业因雇

用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

应区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

扣除的依据。” 

 

需要提醒的是，虽企业未离退休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但返聘离退休人员产生的工资是可所

得税前扣除。 



                    

旅客运输进项税额抵扣这 6 个细节要注意 

4月 1日起，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火车票、飞机票等可以抵扣增值税了！在这里提醒大

家，车票只有注明旅客身份信息，才能作为进项税抵扣的凭证哦。除此之外，还有这 6个细

节也要注意啦！ 

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是否能抵扣进项税额？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其进项税额允许从

销项税额中抵扣。这里需要注意，纳税人购进国际旅客运输服务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二、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电子普通发票，是否只有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客票，才能作为进

项税抵扣凭证？ 

答：是的。根据规定，除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电子普通发票以外，目前暂允许注明旅客身份

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公路和水路等其他客票，作为进项税抵扣凭证。 

输有些票据不会打印旅客身份信息，比如出租车发票、客运定额发票等，按照政策规定，这

些未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客票，暂不得抵扣增值税。 

 

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证有哪些种类？ 

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可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凭证有：增值税专

用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铁路车票以

及公路、水路等其他客票。 

 

四、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如何计算进

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航空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价+燃油附加费）÷(1+9%)×9% 

 

五、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铁路车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铁路车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铁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9%)×9% 

 



                    

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取得公路、水路等客票的，如何计算进项税额？ 

答：取得注明旅客身份信息的公路、水路等客票的，按照下列公式计算进项税额： 

公路、水路旅客运输进项税额=票面金额÷(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