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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专辑未经本人许可，请勿外传。

个人所得税专辑

（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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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

4.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

公告》的解读

5.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办税问答

6.2021 年度个税汇算预约办税操作流程

7.税总发布个税年度汇算服务引导与风险提示案例

国务院关于设立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国发〔2022〕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的标准

定额扣除。

二、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

标准的 50%扣除，具体扣除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三、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涉及的保障措施和其他事项，参照《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国务院

2022 年 3 月 19 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2022-03-28 来源： 新华社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国务院决定，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

出，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按照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该项扣除政

策有利于减轻人民群众抚养子女负担，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生育养育的鼓励和照顾。

财政部税政司 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就
落实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2022-03-28 来源： 财政部网站

一、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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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

定》，提出“研究推动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这是

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作为优化生

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之一，体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生育养育的鼓励和照顾，有利于减轻

人民群众抚养子女负担。该项政策实施后，有 3 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都将从中受益。

二、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该项政策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关支出，

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按照每名婴幼儿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具体扣除方式上，

可选择由夫妻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选择由夫妻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 50%扣

除。监护人不是父母的，也可以按上述政策规定扣除。

三、纳税人如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享受该政策？

《通知》明确该项政策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专项

附加扣除可以在申报当月扣除，也可以在以后月份发工资时补充扣除；平时发工资没有扣

除的，或者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也可以在次年办理汇算清缴时补充扣除。例如，纳税人

的子女在 2021 年 10 月出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即符合专项附加扣除享受条件。

纳税人 4 月份将婴幼儿信息提供给任职受雇单位，单位在发放 4 月份工资时即可为纳税人

申报 1 至 4 月份累计 4000 元的专项附加扣除。

四、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与现行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是如何衔接

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实施后，对纳税人照护 3 岁以下婴幼儿子女的相

关支出，按照每名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定额扣除。此外，按

照现行专项附加扣除办法规定，纳税人子女年满 3 岁处于学前教育阶段或全日制学历教育

阶段的，均可以按照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的标准，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前定额扣除。纳

税人接受继续教育、租房或买房的，可以享受继续教育、住房租金或住房贷款利息等专项

附加扣除；纳税人自己或配偶、子女患大病的，也可以申报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纳税

人赡养 60 岁以上父母的，还可以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总体上看，这七项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基本上考虑了纳税人不同阶段的负担情况。

五、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是否能在当前进行的 2021 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

算清缴中申报？

当前正在进行的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汇总的是纳税人 2021 年的收入和扣除信息，3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自 2022 年起实施，因此不能将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填

报到当前进行的 2021 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中。

六、享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需要提交资料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与其他六项专项附加扣除一样，实行“申报即可享受、

资料留存备查”的服务管理模式。纳税人在申报享受时，可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填报

或向单位提供婴幼儿子女的姓名、证件类型及号码、以及本人与配偶之间扣除分配比例等

信息即可，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证明资料。纳税人需要将子女的出生医学证明等资料留存

备查。

七、纳税人暂未取得婴幼儿出生医学证明等资料的，如何填报专项附加扣除？

纳税人暂未取得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和居民身份证号，可选择“其他个人证件”，

并在备注中如实填写相关情况，不影响纳税人享受扣除。后续纳税人取得婴幼儿的出生医

学证明或者居民身份证号的，及时补充更新即可。如果婴幼儿名下是中国护照、外国护照、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件信息，也可以作为填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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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7 号

为贯彻落实新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的通知》（国发〔2022〕8 号），保障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顺利实施，国

家税务总局相应修订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及《个人所得税扣

缴申报表》。现予以发布，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

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 年第 6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修订个人所得税申报表的公告》（2019 年第 7 号）附件 2 同时废止。

特此公告。

附件：1.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

2.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22 年 3 月 25 日

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发布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公告》的解读

2022 年 03 月 28 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国务院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国发〔2022〕8 号）等有关规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关

于修订发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操作办法（试行）>的公告》（2022 年第 7 号，以下

简称《公告》），帮助广大纳税人进一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红利。现解读如下：

一、为什么要制发《公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提出，“结合下

一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研究推动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2022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

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国

务院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明确了 3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政策规定。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确保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精准落

地，《公告》进一步明确了纳税人享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扣除政策的计算起始时间、办

理条件、申报环节、信息报送和资料留存备查内容、扣缴义务人责任与义务等，有利于广

大纳税人及时享受政策红利、扣缴义务人为纳税人便捷办理申报扣除。

二、享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的起算时间是什么？

从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年满 3 周岁的前一个月，纳税人可以享受该项专项附加扣除。

这一期限，起始时间与婴幼儿出生月份保持一致，终止时间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时间

有效衔接，纳税人终止享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后，可按规定接续享受子女

教育专项附加扣除。

三、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在每月发工资时就享受扣除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同子女教育等其他五项专项附加扣除一样，预缴阶段

就可以享受。纳税人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纸质《扣除信息表》将有关信息提供给任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73958/5173958/files/1.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表.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363/c5173958/5173958/files/2.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pdf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73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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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受雇单位后，单位就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扣除，这样在每个月预缴个税时就可

以享受到减税红利。如果纳税人没来得及在婴幼儿出生时将有关信息告知单位，也可以在

年度内向单位申请在剩余月份发放工资、薪金时补充扣除。平时发工资的预缴环节没有扣

除的，也可以在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办理汇算清缴时补充申报扣除。

四、纳税人享受政策应当填报哪些信息？

纳税人享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可以直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上按

照引导填报，也可以填写纸质的《扣除信息表》，填报内容包括配偶及子女的姓名、身份

证件类型（如居民身份证、子女出生医学证明等）及号码以及本人与配偶之间扣除分配比

例等信息。税务部门专门修订了《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

息表》，并优化系统、升级了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和扣缴义务人端，方便纳税人享受专项

附加扣除。

五、婴幼儿的身份信息应当如何填报？

一般来讲，婴幼儿出生后，会获得载明其姓名、出生日期、父母姓名等信息的《出生

医学证明》，纳税人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纸质《扣除信息表》填报子女信息时，证

件类型可选择“出生医学证明”，并填写相应编号和婴幼儿出生时间即可；婴幼儿已被赋

予居民身份证号码的，证件类型也可选择“居民身份证”，并填写身份证号码和婴幼儿出

生时间即可；婴幼儿名下是中国护照、外国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

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件信息，也可作为填报证件。

极少数暂未获取上述证件的，也可选择“其他个人证件”并在备注中如实填写相关情

况，不影响纳税人享受扣除。后续纳税人取得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居民身份证号的，

及时补充更新即可。如税务机关联系纳税人核实有关情况，纳税人可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证件照片等证明资料推送给税务机关证明真实性，以便继续享受扣除。

六、出生证明等资料需要提交给税务部门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与其他六项专项附加扣除一样，实行“申报即可享受、

资料留存备查”的服务管理模式，纳税人在申报时无需向税务机关报送资料，留存备查即

可。纳税人应当对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税务机关将

通过税收大数据、部门间信息共享等方式，对纳税人报送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进行核验，

对发现虚扣、乱扣的，将按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办税问答
2022 年 03 月 28 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设立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通知》，

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税收负担。税务

部门梳理了纳税人填报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时的热点问题，帮助纳税人更及

时、更便捷地享受个人所得税改革红利。

一、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自今年 1 月 1 日实施，现在已经是 3 月底了，纳

税人如何补充享受之前月份的专项附加扣除？

答：如果纳税人希望在工资薪金发放时享受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可以

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填报扣除信息后，选择推送给任职受雇单位，单位在办税系统中

更新纳税人的扣除信息后，在下次发工资时会自动为纳税人扣除从符合条件月份起到申报

当月的累计扣除；如果纳税人希望在 2022 年度汇算时再享受，也可以在 2023 年 3 月 1 日

至 6月 30 日间，通过办理年度汇算补充符合条件月份的专项附加扣除。

举个例子，如果纳税人的子女在 2021 年 10 月出生，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纳税人即符

合专项附加扣除享受条件。纳税人 4 月份将婴幼儿信息提供给任职受雇单位，单位在发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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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工资时即可为纳税人申报 1 至 4 月份累计 4000 元的专项附加扣除；如果纳税人的子女

在 2022 年 2 月出生，自 2022 年 2 月起纳税人即符合专项附加扣除享受条件，单位在发放 4

月份工资时可为纳税人申报 2 至 4 月份累计 3000 元的专项附加扣除。

二、3 岁以下婴幼儿专项附加扣除中的婴幼儿信息应当如何填报？

答：一般来讲，婴幼儿出生后，会获得载明其姓名、出生日期、父母姓名等信息的《出

生医学证明》，纳税人可以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纸质《扣除信息表》填报子女信息。

证件类型可选择“出生医学证明”，并填写相应编号和婴幼儿出生时间即可；婴幼儿已被

赋予居民身份证号码的，证件类型也可选择“居民身份证”，并填写身份证号码和婴幼儿

出生时间即可；婴幼儿名下是中国护照、外国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

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身份证件信息，也可作为填报证件。

极少数暂未获取上述证件的，也可选择“其他个人证件”并在备注中如实填写相关情

况，不影响纳税人享受扣除。后续纳税人取得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居民身份证号的，

及时补充更新即可。如税务机关联系纳税人核实有关情况，纳税人可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将证件照片等证明资料推送给税务机关证明真实性，以便继续享受扣除。

2021 年度个税汇算预约办税操作流程
2022 年 02 月 15 日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2021 年度个税汇算预约办税功能于 2 月 16 日上线运行，纳税人如需在 3 月 1 日至 15

日之间办理汇算，可在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每天的早 6 点至晚 22 点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进行预约。3 月 16 日以后，无需预约即可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直接办理。感谢您

对税收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一、为什么要在汇算初期实行预约办税？

答：为提升纳税人的办税效率和申报体验，防止汇算初期扎堆办理造成不便，税务部

门在 2021 年度汇算中推出预约办税服务。有年度汇算初期 （3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办税

需求的纳税人，可在 2 月 16 日后登录手机个税 APP 预约上述时间段中的任意一天办理。3

月 16 日至 6 月 30 日，纳税人无需预约，随时可以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办理年度汇算。

二、如何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上预约办税？

答：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上预约办税非常简便，可简称为“三步走”：

第一步，纳税人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后，可通过“首页——2021 综合所得年度汇

算”专题区域点击“去预约”进入预约功能页面，也可以通过“办税——综合所得年度汇

算申报预约”进入预约功能界面。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7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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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预约功能界面后，纳税人需仔细阅读提示内容，点击“开始预约”进入

“选择预约日期”界面，选中标记为“可选”的日期后，点击底部“提交预约申请”按钮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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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提交成功后，系统显示“您已成功预约”页面，纳税人即可在预约日期当天

办理 2021 年度汇算申报。此外，还可以在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首页年度汇算专题栏查看预

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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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预约功能开放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6 日至 3 月 15 日每天的早 6 点至晚

22 点，纳税人可在上述时间内登录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并预约 3 月 1 日至 3 月 15 日的年度

汇算申报。

更多预约办税问题，请参考：2021 年度个税汇算预约办理问答

税总发布个税年度汇算服务引导与风险提示案例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时间：2022-03-16

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服务引导与风险提示九案例

引言：2021 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已经开始。为进一步向纳税人提供优质

服务和办税体验，让纳税人方便、快捷、准确汇算，我们总结了年度汇算中容易出错的三

类 9个问题，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讲解，帮助大家顺利完成汇算。

一、想便捷，个人信息要牢记

【案例一】办理汇算想便捷 APP 密码要记牢

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后，周马虎看到其他同事办理汇算获得了退税，自

己也有点小期待。当他打开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 后却犯了难，心里直嘀咕：“我的密码是

啥？”原来，一年没有登录 APP，他早已把密码忘得干干净净了。周马虎求助了单位财务人

员，在财务帮助下，几个简单的操作找回了密码，也顺利办理了汇算。

温馨提示：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间是每年 3 月 1 日到 6 月 30 日，我们建议，

http://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41/n810760/c5172709/content.html
http://hd.chinatax.gov.cn/fuwu/jiucuo.html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8%f6%c8%cb%cb%f9%b5%c3%cb%b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e7%cf%d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4%c9%cb%b0%c8%c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cb%cb%b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2%c6%ce%f1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3%d4%c21%c8%d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6%d4%c230%c8%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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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在汇算开始前就登录个人所得税 APP 做好准备，一方面可以回忆密码，或通过生物

识别功能（指纹、面容等）帮助记录密码；另一方面也可以查阅自己全年收入缴税情况。

如果忘记密码了，也不要担心，在 APP 登录页面点击【找回密码】，就可重置密码。一般

来讲，只要填写身份信息，选择通过已绑定手机号码验证或通过本人银行卡验证，验证通

过后，即完成新密码的设置。个别通过上述方法仍无法找回密码的，可携带有效身份证件

到附近的办税服务厅进行密码重置。

【案例二】获取退税想及时 准确卡号必须有

按照单位财务人员通知的个税汇算办理时间，张理想和同事们一起办理了年度汇算，

可以申请退税 300 元。张理想满心欢喜地提交了退税申请，之后因为忙于工作，就没再关

注，也没及时查看税务机关通过短信和 APP 站内信发送的“银行卡校验未通过”的提示信

息，结果其他同事都收到了退税款，就他的退税没成功。

温馨提示：纳税人提交的银行卡账户信息不正确或无效是导致退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

一。办理退税添加的银行卡应当为本人在中国境内开立的银行卡，我们建议纳税人填报 I

类账户（Ⅰ类账户指全功能银行结算账户，可办理存取款、转账、消费和缴费支付、支取

现金等功能的银行卡），并保持银行卡状态正常。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税务机关不会在短

信或者非官方软件中请纳税人提供银行账号等有关信息，如有疑问可拨打 12366 纳税服务

热线，或者在个人所得税 APP 的【个人中心】—【我要咨询】留言咨询解决。

【案例三】退税申请并非一劳永逸 补充资料乃是应尽义务

李良在办理 2020 年度汇算申报时，新增了一笔 10000 元的捐赠扣除，但是受赠单位名

称和捐赠凭证号都没有填报清楚。税务机关在进行退税审核时发现了这一情况，多次联系

李良，提醒其及时录入相关信息并上传捐赠凭证。但李良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及时补录捐

赠信息和凭证。最终，税务机关做出了不予退税决定。

温馨提示：税务机关在年度汇算退税审核时，对于纳税人填报不清楚、有缺失的项目，

会联系纳税人补充填报或提交相关佐证资料。这是贯彻落实“申报即可享受，资料留存备

查”征管服务制度的必然举措，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我们建议纳税人在收到税务机关提

醒后积极配合、尽快提交相关资料，以便及时获取退税，享受优质服务。

二、不明白，我们来帮助

【案例四】多项收入合并计 补税退税都可能

居民个人周有才全年工资薪金 460000 元，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取得稿酬收入 20000 元，

符合条件的减除费用和各项扣除共计 150000 元，他在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发现需要补

税 560 元。周有才觉得，无论是工资薪金还是稿酬，单位和杂志社都已经给自己交过税了，

没必要再补一笔钱，而且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退税，怎么自己就是补税呢？于是迟迟未

办年度汇算。税务机关发现后向他讲解了税收政策，督促他及时办理了补税申报。

温馨提示：2019 年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后，我国开始适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

得税制度。居民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综合所得，需

要在平时已预缴税款的基础上“查遗补漏，汇总收支，按年算账，多退少补”，该制度使

得一个纳税年度内同等收入水平的人税负相同，促进了分配公平，是国际通行做法。一般

来讲，纳税人除工资薪金外，还有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各项收入加总

后导致适用的税率高于预缴时的税率，就会产生补税。周有才预缴工资薪金所得个税适用

25%税率，预缴稿酬所得个税适用 20%税率，合并计算后，稿酬所得也要适用 25%的税率，

因此需要补税 560 元。办理年度汇算有补有退，都是正常情况，大家要平常心看待。

【案例五】陌生收入别慌张 先去核实再申诉

2020 年 10 月，居民个人孟申教授被邀请到科技大学参加研讨会并做演讲，次年汇算时

他发现有一笔来自 A 科技协会劳务报酬的缴税记录。孟申教授回忆了一下，自己从未参加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a%d5%c8%eb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2%f8%d0%d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0%c5%ba%c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e1%cb%e3%d5%cb%bb%a7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f%d6%bd%f0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6%be%d6%a4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f%ee%c4%bf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a%cf%b2%a2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7%d1%d3%c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b0%ca%d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b0%d6%c6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c%d8%d0%ed%c8%a8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b0%b8%b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b%b0%c2%ca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d%cc%c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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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A 科技协会的活动，于是就该笔劳务报酬在个人所得税 APP 上提起自然人异议申诉。经

税务机关核实，孟申在科技大学参加的研讨会实际由 A 科技协会承办，其演讲的劳务报酬

也由 A 科技协会支付并代扣代缴个税。孟申教授因不清楚其中缘由就该笔劳务报酬提起了

“被收入”的误申诉。

温馨提示：纳税人在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端、手机 APP 查询本人的收入纳税记

录时，如对某笔收入有疑问，可先就该笔收入纳税情况与支付单位联系核实。如属于支付

单位申报错误，可由支付单位为纳税人办理更正申报；如双方确实对该笔收入有争议，纳

税人可就该笔收入信息进行申诉。我们建议，纳税人要认真阅读申诉须知，对申诉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同时请保存好相关佐证材料，以备后续税务机关进行联系

核实。

三、诚信填，虚报要被查

【案例六】官方通知才可信 “退税秘笈”不靠谱

某公司员工艾小钱是个手机控，经常刷微信朋友圈和微博。2020 年度汇算期间，艾小

钱偶然在微信群刷到一个小视频，视频说个人办理个税年度汇算时，可以新增填报交通、

通讯费，由此就能获得退税。看到这个“退税秘笈”，艾小钱如获至宝，不管信息真假就

如法炮制。没想到刚填不久，就收到了税务机关推送的信息：“尊敬的纳税人：近日，部

分自媒体虚假宣传交通、通讯费等可以申请退税的政策，税务部门提醒您不要相信此类‘退

税秘笈’，以免影响纳税信用。由于您已经填报，后续如主管税务机关联系您沟通核实，

请积极配合。”艾小钱这才恍然大悟，赶紧撤销了退税申请，感叹：“踏踏实实、诚实申

报才是正道啊。”

温馨提示：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制度施行以来，一些不法分子瞄准了纳税人急于获取

退税、乐于获取退税的心理，推出所谓的“退税秘笈”，吸引点击和流量，博取眼球和关

注。税务机关郑重提醒，要留意税务局官方公布的各类通知和信息，切勿听信网络上各类

涉税小道消息，应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和扣除情况。

【案例七】“大病医疗”是以人为本 绝非可以利用的“生财之道”

何健康去年生病住院花费颇多，单位财务提醒他，可以在个税年度汇算时享受大病医

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何健康在国家医保平台 APP 查询到符合条件的医药费用支出共计

80000 元，如实填报，及时获得了退税。他跟单位同事广泛宣传国家的好政策，没想到有人

动起了歪脑筋。办公室其他 8 个人“照葫芦画瓢”，在没有医药费用支出的情况下，也填

报了 80000 元的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并提交退税申请。但这些人没有盼来退税，而是收

到了税务机关请其提供佐证资料的消息，还可能面临被记录不良纳税信用的风险。

温馨提示：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有关规定，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提供的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开展核查，纳税人无法提供留存备查资料或其他佐证材料的，不得享受相关专

项附加扣除。纳税人报送虚假专项附加扣除信息，主管税务机关应当责令其改正；情形严

重的，应当纳入有关信用信息系统，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涉及违反税收征

管法等法律法规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处理。纳税人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犯法律。

【案例八】专扣填报要真实 事后抽查无遁形

孟英和周甜是一对新婚夫妇，暂时未养育子女。但在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时，孟英为了

少缴点税款，填写了其同事子女的身份信息并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税务机关在年

度汇算事后抽查中发现，其填写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存在疑点，发送短信请其更正申报信

息或提供佐证材料。抱着侥幸心理，孟英对税务机关的提示提醒未予理睬。税务机关又电

话联系他，再次讲清政策规定，明确告知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通过税务机

关的悉心沟通和耐心辅导，孟英及时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和滞纳金。

温馨提示：少部分纳税人在年度汇算时为了多退或者少缴税款，进行了专项附加扣除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4%ed%ce%f3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3%cf%d0%c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ba%cd%d0%c5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cd%a8%ba%cd
http://baike.esnai.com/view.aspx?w=%d6%cd%c4%c9%bd%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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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实申报。为构建个人所得税管理闭环，税务部门在年度汇算后部署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抽

查，利用税收大数据对纳税人申报情况进行分析，实现对纳税人申报情况的精准监管；对

于发现的涉税风险，与纳税人充分沟通、积极互动，通过精细服务引导纳税人更正错误、

提升遵从。

【案例九】境外所得要申报 切勿隐瞒存侥幸

居民个人张小满被外派至新加坡子公司工作三年，其在新加坡取得的收入在当地缴纳

了个税。年度汇算期间，张小满的外派单位提醒他应就其境外收入在国内申报个税，但他

心存侥幸，认为自己外派时间长且不可能被发现，于是没有办理境外所得申报和年度汇算。

税务机关在大数据分析比对时发现，张小满有上百万元的境外所得没有申报，向他下达了

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张小满补缴了税款及滞纳金，单位知道了他未如实申报的情况，也

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温馨提示：居民个人对其境外所得需自行申报纳税，是自 1980 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

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制度。2018 年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延续了该项规定，即居民个人从中

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在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张小满虽然外派新加坡工作，

但其户籍、家庭和经济利益关系仍在国内，是我国居民个人，应当依法就其在国内和境外

取得的所得自行申报纳税。为避免双重征税，其在境外已经缴纳的税款可以依法进行抵免。

沈大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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