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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号公告解读—“工资薪金”和“福利费等支出”税前扣除的最新口径 

明税律师事务所      个人税务部 

2015年5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企业工资薪金和职工福利费

等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34号，

“34号公告”），对企业福利性补贴支出、企业年度汇算清缴结束

前支付汇缴年度工资薪金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改变了之前有关企

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支出的税前扣除规则。 

尤其，34号公告有关劳务派遣费的扣除新规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本

期资讯概述了34号公告的主要变化及其影响。 

一、固定与工资一起发放的福利性支出，符合条件的可作为工资薪

金扣除并作为计算三项经费的基数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

金支出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全额扣除，但企业发生的三项经费

支出（职工福利费、职工公会经费、职工教育费）却只能在规定的

比例内限额扣除，如职工福利支出只能在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

的限额内扣除。作为计算三项经费扣除限额基础的“职工工资薪金

总额”的确定，将直接影响三项经费的扣除限额。 

在企业实际经营中，有一些福利性补贴，是固定与工资薪金一起发

放。34号公告之前，部分地区的税务机关的执法尺度较为严格，要

求纳税人将与工资一起发放的福利补贴从工资总额中剔除，并作为

福利支出限额扣除。这可能缩减纳税人税前可扣除的福利费，加重

纳税人的负担。 

 

34号公告明确，列入企业员工工资薪金制度、固定与工资薪金一起

发放的福利性补贴，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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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可作为

企业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予以税前扣除。不符合上述条件的，仍

按职工福利费计算限额税前扣除。 

34号公告并没有对何谓“固定”做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理解，既然

这种福利性补贴，要求满足国税函〔2009〕3号有关合理工资薪金

的界定，应是指具有工资薪金性质的福利支出。换句话而言，这种

福利性支出应与工资薪金一样满足每月固定、没人固定、标准固定。

如，公司按一定级别给每人每月100元至500元不等的通讯补助应属

于34号公告所指的可按工资薪金扣除的福利性支出。 

二、汇算清缴前发放的上年度已预提的“工资和年终奖”可在汇算

清缴年度扣除 

实际经营中，很多企业每年12月份的工资薪金都是在当年预提出来，

次年1月份发放。34号公告之前，各地对于1月份发放的上年度12月

份工资如何扣除执行不一：如福建地税坚持只有在当月发放才能在

当月扣除，天津地税则认为只要在次年2月1日之前发放，就可以在

汇算清缴年度扣除，还有的将其放宽到第二年的汇算清缴之前（即

5月31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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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严格要求企业在每一纳税年度结束前支付的工资薪金才能计入

本年度，则企业每年都要进行纳税调整，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法遵从

成本。34公告规定，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结束前向员工实际支付的

已预提汇缴年度工资薪金，准予在汇缴年度按规定扣除。这意味着，

不仅每年1月份发放的上年12月份的工资可以在汇算清缴时扣除，

而且汇算清缴前发放的上年度的奖金如果在当年已经预提，也可以

在汇算清缴时扣除。 

三、劳务派遣费扣除新规的影响与争议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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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5号公告，“15号公告”）曾

规定，企业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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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接受劳务派遣的一方按规定扣

除。这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一致。按照15号公告的规定，接受劳

务派遣的企业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

的部分，可以计入接受方的“工资薪金”总额，并作为计算三项经

费的基数。 

34号公告废止了15号公告有关劳务派遣费用由接受方确认相应的

“工资薪金”支出并作为计算三项经费的基数（职工工资“工资总

额”）的规定，改为由实际支付方（劳务派遣方）作为其“工资薪

金总额”的一部分，并据此计算其福利费支出。这引发了广发的争

议，并带来如下两方面的影响： 

 

 

（1）会计准则要求与税务处理的差异。对接受劳务派遣的一方而

言，汇算清缴时可能涉及相应的纳税调整。根据2014年财政部新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劳务派遣工视同接

受派遣方企业的职工，劳务派遣工的薪酬属于接受派遣方的职工薪

酬的一部分。这可能导致会计口径计算的三项经费限额与税务口径

计算的三项经费限额不一致，可能需要做纳税调整。《企业所得税

法》第21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

法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计算； 

（2）34号公告未规定如何协调34号公告本身与某些税收优惠的适

用条件中对于职工人数或资质的限制。如，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条

件中，要求企业大专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

％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而在高新

认定实务中，对职工总数的定义一般理解为包括建立劳动关系的职

工人数及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总和。但34号公告从费用扣除的

角度对劳务派遣人员又进行了一定的区分，如其中直接支付给劳务

派遣公司的费用视为劳务费用支出，这可能会对优惠资质认定造成

一定的影响。 

鉴于相关规定的不明确或冲突，建议企业密切关注后续政策的最新

变化，并积极与当地相关主管部门沟通、了解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的

实际执行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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