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劳务派遣税率6%和5%区别 举例（劳务派遣税率6%和5%区别在哪）

劳务派遣的概念

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单位与派遣员工订立劳动合同
，并支付
报酬，把劳动者派
向其他用工单位，再由其用工单位向派遣单位
支付一笔服务费用的一种用工形式。
在劳务派遣单位、劳务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员工
形成的三角关系中，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劳务派遣单位为用人单位，接受
以劳务派遣形式用工并使用劳务派遣员工的单位为劳务用工单位，派遣单
位与劳务用工单位之间是民事合同关系。

劳务派遣的税务处理

增值税方面
适用劳务派遣单位销售额和税率的确定
一般纳税人
一般计税方法
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
税率6%
简易计税方法
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
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征收率5%
小规模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法一
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
征收率3%
注：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7号规定，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
12月31日，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
，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二
销售额=全部价款+价外费用-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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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征收率5%
发票开具
一般纳税人
一般计税方法：全额纳税
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全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简易计税方法：差额纳税
利用开票系统里的“差额开票”功能开具专票
管理费部分开专票，代收代支部分开普票
全额开普票
小规模纳税人
简易计税方法一：全额纳税
全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全额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简易计税方法二：差额纳税
利用开票系统里的“差额开票”功能开具专票
管理费部分开专票，代收代支部分开普票
全额开普
企业所得税方面
适用劳务用工单位劳务派遣费用的税前扣除原则
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
劳务费支出
可以税前扣除
由劳务派遣公司开具发票，用工企业凭票在税前列支
不计入工资薪金总额
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
自制凭证列支工资薪金支出
可以税前扣除
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
作为计算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扣除比例的基数
职工福利支出
可以税前扣除
小型微利企业的认定
企业人数≤300人
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
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
资产总额≤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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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判断劳务派遣公司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时，劳务派出人员可
不再重复计入本公司的从业人数
关于残疾人的劳务派遣
残保金
残疾人计入派遣单位或用工单位其中一方的在职职工人数
不得重复计算
注：自2020年1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在职职工人数在30人（含）
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安置残疾人相应的税收优惠
残疾人是劳务派遣员工
用工企业不能享受
劳务派遣单位可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
若用工单位是为技术开发使用劳务派遣用工，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
辅助人员，其接劳务派遣协议所支
付给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薪金，可以享受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
个人所得税方面
一般情况
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
由劳务派遣公司预扣预缴
直接支付给派遣员工个人的
由用人企业预扣预缴
特殊情况
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的企业，对具体支付对象与数额具有实际的决定权
（比如做工资表）
由用工企业预扣预缴
注：国税函发〔1996〕602号
第三条规定，扣缴义务人的认定，按照个人所得税法
的规定，向个人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由于支付所得的单
位和个人与取得所得的人之间又多重支付的现象，有时难以确定扣缴义务
人。为保证全国执行的统一，现将认定标准规定为：凡税务机关认定对所
得的支付对象和支付数额有决定权的单位和个人，即为扣缴义务人。

劳务派遣的涉税风险

用工单位将作为劳务费支出或者职工福利费支出的部分误计入工资薪金支
出
派遣单位仅将从用工单位取得的全部价款减去代收被派遣劳动者工资、社
保及住房公积金后的余额确认收入。但又将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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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税前扣除，造成该部分成本费用重复税前扣除
用工单位认定小型微利企业时，未将劳务派遣用工人数纳入从业人数（应
该计入）
用工单位通过劳务派遣方式安置的残疾人员，误享受实际支付工资100%加
计扣除的所得税优惠（不能享受）
工资薪金支付方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
扣缴义务人适用错误的税目，扣缴费用以及税率，代扣代缴错误的税额

我们坚持为有业务疑问的会计同行答疑解惑；给广大从业会计带来前瞻性的行
业理念，推动#阳泉#本地会计职业水平发展。

最后，小编为大家准备了
最新的搭建财税经验知识库高清思维导图，以供小伙伴们学习。

请大家转发+关注后并私信小编：“资料”即可获取。

注意：阳泉本地小伙伴添加有惊喜！

以下为部分脑图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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