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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税律笔谈”公众号，可获取更多实务观点！

作者：王泉/诉讼律师、桂亦威/诉讼律师|注会

【税律笔谈按】

年底，是企业财税人员最为繁忙的时刻，也是很多高收入群体较为紧张和关注
的时间节点。近期，笔者就有收到类似咨询，大体意思是：“为什么12月份个
税要交那么多？12月份个税大约是11月份个税的3倍。”若要解答前述疑惑及
前低后高的个税缴纳方式，就要
聊聊2019年“累计预扣法
”政策出台前后的缴税方式变化。为此，本公众号特发文予以总结分享。

【律师总结】

在“累积预扣法”出台之前，工资缴纳个税，按月计征，实际缴纳，适用的是
七级累进税率表（月度税率表）。

在“累积预扣法”出台之后，工资缴纳个税，按月累积预扣，按年汇算清缴，
适用的是七级累进税率表（年度税率表）

啥意思？

2019年以前，工资按月缴税，适用的税率表按月度来，如下表（考虑目前的
税率表，不考虑政策变动前的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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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后，工资按月累计预扣，适用的税率表按年度来，如下表：

显然，针对同样的月工资，按照月度税率表缴纳的个税会远高于按年度税率表
缴纳的个税。

而这就是，以前员工工资每月都在缴税，但缴纳个税数字基本保持一致；现在
员工工资前半年几乎没怎么缴税，后半年每月缴税递增，到了最后一个月猛然
陡增的原因。

为直观解读，笔者特假设一案例，对比下以前和现在缴税具体有何不同。

假设案例：

张三税前工资35000元/月，年底双薪（即12月份税前工资70000元）个人承
担的五险一金
为6000元/月，名下有未成年子女（年满3岁）一名需要抚养，每月专项附加
扣除为100
0元，除此之外，张三
没有其他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依据税法
，个人另有5000元/月的生计费税前扣除标准。

针对上述案例，若按照以前缴税政策，则张三每月及年度应缴纳税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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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照现行缴税政策，则张三每月及年度应缴纳税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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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二表可以看出：

以前的税收政策，每月按月度税率表缴税，整体税负较高，且均衡。若遇到某
一月份工资数额提高导致税档提高，则实缴的税会比应交的税要高，年终汇算
清缴时牵涉退税问题。

现行的税收政策，每月按年度税率表预缴个税，整体税负前低后高，对员工的
资金压力较小。但后半年的预缴税款会明显高于前半年。所以，往往会让人产
生，怎么工资没有变化，个税增加了很多的错觉。如果员工没有工资之外的其
他综合所得收入，员工12个月预缴的税款，就是员工应当缴纳的税款，不会牵
涉退税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有关现行税收政策针对的是居民个人（也即中国人）的计
算方式，外国人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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