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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发放“高温津贴”“防暑降温费”

可以享受所得税扣除吗？ 

一 

高温津贴 VS 防暑降温费 

 

高温津贴：是指用人单位为了补偿职工在高温作业环境下的特殊或额外的劳动消耗津贴，是

工资的组成部分。 

防暑降温费：是指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的，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纳入工资总额管理的

费用之外的福利待遇支出，是职工福利。 

二 

企业所得税可否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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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温津贴 

根据《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第十七条

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高温

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

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三

十四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前款所称工资、薪金，是指企

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

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

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因此，企业按照规定标准向劳动者发放纳入工资总额计算的高温补贴可以直接在企业所得税

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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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暑降温费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

号）第三条"关于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相关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

的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以下内容：（二）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

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

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

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 

因此，企业为职工支付的具有福利性质的职工防暑降温费不能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应当按照职工福利费扣除限额标准在税前列支扣除，即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

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准予扣除。 

 

 

 



                    

 

 

政策来源： 

1.《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 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12 号）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 号） 

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活补助费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55 号） 

 

 

2、2020 年上半年实施的发票新规 
 

近年来，税务总局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推行发票开具便利化举措等，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提升纳税人获得感。2020 年上半年，又有几项发

票新规开始实施，具体有哪些，咱们往下看↓ 

 

2020 年 2 月 1 日起 

所有小规模纳税人均可选择自开专票●● 

 

具体内容： 

   

  1.所有小规模纳税人（其他个人除外）均可以选择使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自行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自愿选择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税务机关不再为其代开。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货物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根据自愿原则选择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未选择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纳税人，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货物运输业

小规模纳税人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5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并发布）相关规定，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3.自愿选择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需要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机关不再为其代开。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 

 

2020 年 2 月 1 日起 

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有新规●● 

 

具体内容： 

  下列专票会被列入异常扣税凭证范围↓ 

   



                    

  （一）纳税人丢失、被盗税控专用设备中未开具或已开具未上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非正常户纳税人未向税务机关申报或未按规定缴纳税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稽核比对发现“比对不符”“缺联”“作废”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四）经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

涉嫌虚开、未按规定缴纳消费税等情形的。 

   

  （五）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走逃（失联）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处理有

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76 号）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 

   

  （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抵扣异常凭证，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其对应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 

  1.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占同期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 70%（含）以上的； 

  2.异常凭证进项税额累计超过 5 万元的。 

   

  专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这样处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应按照以下规定处

理： 

   

  （一）尚未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暂不允许抵扣。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

税额的，除另有规定外，一律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二）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者已申报但尚未办理出口退税的，除另有规定外，暂不

允许办理出口退税。适用增值税免抵退税办法的纳税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应根据列入异

常凭证范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

法的纳税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规定对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对应的已退税款追回。 

   

  纳税人因骗取出口退税停止出口退（免）税期间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

证范围的，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执行。 

   

  （三）消费税纳税人以外购或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消费品为原料连续生产应税消费

品，尚未申报扣除原料已纳消费税税款的，暂不允许抵扣；已经申报抵扣的，冲减当期允许

抵扣的消费税税款，当期不足冲减的应当补缴税款。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9 年第 38 号） 



                    

 

2020 年 3 月 1 日起 

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 

 

具体内容：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 2017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

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不再需

要在 360 日内认证确认等，已经超期的，也可以自 2020 年 3 月 1 日后，通过本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用途确认。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

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超过认证确认等期限，但符合相关条件的，

仍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逾期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问题的公告》(2011 年第 50 号，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36 号、2018 年第 31 号修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按期申报抵

扣增值税扣税凭证有关问题的公告》（2011 年第 78 号，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31 号

修改）规定，继续抵扣其进项税额。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 

 

 

3、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完

善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 

 

  为进一步支持稳就业、保就业，减轻当年新入职人员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阶段的税收负

担，现就完善调整年度中间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等人员有关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事

项公告如下： 

   

  一、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个

人所得税时，可按照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计算累计减除费用。 

   

  二、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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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61 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 



                    

   

  三、符合本公告规定并可按上述条款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应当及时向扣缴义

务人申明并如实提供相关佐证资料或承诺书，并对相关资料及承诺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负责。相关资料或承诺书，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需留存备查。 

   

  四、本公告所称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是指自纳税年度首月起至新入职

时，未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未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

税的居民个人。 

   

  本公告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2020 年 7 月 28 日 

 

 

解读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的解读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六保”“六稳”精神和要求，进一步减轻毕业学生

等年度中间首次入职人员以及实习学生预扣预缴阶段的税收负担，国家税务总局制发了《关

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一、当年首次入职居民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方法进行了什么完善调整？ 

   

  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工资、

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时，可扣除从年初开始计算的累计减除费用（5000 元/月）。如，大学

生小李 2020 年 7 月毕业后进入某公司工作，公司发放 7 月份工资、计算当期应预扣预缴的

个人所得税时，可减除费用 35000 元（7 个月×5000 元/月）。 

   

  二、哪些人属于本公告所称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 

   

  《公告》所称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是指自纳税年度首月起至新入职时，

没有取得过工资、薪金所得或者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的居民个人。在入职新单位前取得过工

资、薪金所得或者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不包

括在内。如果纳税人仅是在新入职前偶然取得过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则

不受影响，仍然可适用该公告规定。如，纳税人小赵 2020 年 1 月到 8 月份一直未找到工作，

没有取得过工资、薪金所得，仅有过一笔 8000 元的劳务报酬且按照单次收入适用 20%的预

扣率预扣预缴了税款，9 月初找到新工作并开始领薪，那么新入职单位在为小赵计算并预扣

9 月份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时，可以扣除自年初开始计算的累计减除费用 45000 元（9

个月×5000 元/月）。 



                    

   

  三、学生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预扣预缴方法进行了什么完善调整？ 

   

  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个人

所得税时，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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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第 61 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有关规定，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收入额-累计减除费用）×预扣率-速算扣除数-累计减免税

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在本单位开始实习月份起至本月的实习

月份数计算。 

   

  上述公式中的预扣率、速算扣除数，按照 2018 年第 61 号公告所附的《个人所得税预扣

率表一》执行。 

   

  如，学生小张 7 月份在某公司实习取得劳务报酬 3000 元。扣缴单位在为其预扣预缴劳

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时，可采取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税款。如采用该方法，那么小张 7

月份劳务报酬扣除 5000 元减除费用后则无需预缴税款，比预扣预缴方法完善调整前少预缴

440 元。如小张年内再无其他综合所得，也就无需办理年度汇算退税。 

   

  四、纳税人如何适用上述完善调整后的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方法？ 

   

  纳税人可根据自身情况判断是否符合本公告规定的条件。符合条件并按照本公告规定的

方法预扣预缴税款的，应及时向扣缴义务人申明并如实提供相关佐证资料或者承诺书。如新

入职的毕业大学生，可以向单位出示毕业证或者派遣证等佐证资料；实习生取得实习单位支

付的劳务报酬所得，如采取累计预扣法预扣税款的，可以向单位出示学生证等佐证资料；其

他年中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如确实没有其他佐证资料的，可以提供承诺书。 

   

  扣缴义务人收到相关佐证资料或承诺书后，即可按照完善调整后的预扣预缴方法为纳税

人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同时，纳税人需就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的佐证资料及承诺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相关佐证资料及承诺书的原件或复印件，纳税人及扣缴义务人需留存备查。 

   

  五、公告实施时间是什么？ 

   

  《公告》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就业或者实习的纳税人，如

存在多预缴个人所得税的，仍可在次年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申请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