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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医疗行业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和税务法规的不断调整，合理规划与管理职工个人所得税，不仅关乎职

工切身利益，也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聚焦于当前医院职工个人所得税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

如个税计算的复杂性、纳税筹划意识不足、信息处理手段落后、政策适应性不强及职工税务知识缺乏等。

结合新个税法的实施背景，系统地探讨了优化医院职工个人所得税管理的策略。如不同收入来源的税务

处理、税前扣除项目的充分利用、以及年度汇算清缴的准确执行等，以确保税收合规性和职工利益的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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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healthcare industry and the conti-
nuous adjustment of tax regulations, ration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for employees are not only essential to the vital interests of employees but also constitute an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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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nt part of hospital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xisting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management for hospital employees, including the complexity of tax calcu-
lation,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tax planning, outd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ethods, weak 
policy adaptability, and a lack of tax knowledge among employees. Considering the implementa-
tion background of the new individual income tax law,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strate-
gies to optimize the management of individual income tax for hospital employees. These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tax treatment for different income sources, full utilization of pre-tax deduction 
items, and accurate implementation of annual tax settlement and payment, aim to ensure the 
compliance of tax return filing and maximize the interests of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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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税制改革与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医院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机构，其职工群体庞

大且收入构成多样，个人所得税的合理筹划与合规缴纳对保障职工合法权益、提升职工满意度等具有重

要影响。然而，面对复杂的税法条款、多样化的收入类型及不断更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医院在个人所得

税管理实践中面临诸多挑战。因此，优化医院职工个人所得税管理策略，对于促进医院财务管理现代化、

增强职工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2. 个人所得税概述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它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

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主

要有以下特点：1) 实行分类征收。即按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等分类征收；2) 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用；3) 费用扣除额较宽。修订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增加

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

赡养老人支出等专项附加扣除[1]；4) 按月预扣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当前个人所得税法将个

人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多项收入综合计算，再根据一定的税率和扣除标准来

确定应纳税额。 

3. 个人所得税对医院职工的影响 

随着我国税制改革的深化，个人所得税法的不断调整对医院职工的薪酬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合理规划医院职工个人所得税，不仅能有效减轻职工税负，提升其实际收入水平，还能优化医院人力资

源配置，增强医院竞争力。此外，通过科学的纳税筹划，医院能更好地遵守税法，避免潜在的税务风险，

维护良好的税务信誉。对于医院职工来说，个人所得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直接的经济影响，也

涉及心理和社会层面的效应。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718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郭学军，钟赛 
 

 

DOI: 10.12677/mm.2024.147189 1627 现代管理 
 

3.1. 收入调整 

个人所得税直接减少了职工的可支配收入。起征点的调整、税率的变化以及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实

施，都会影响职工的税后收入，进而影响其消费能力和储蓄能力。 

3.2. 激励机制 

合理的个税制度可以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高收入者较低收入者承担更高的税率，这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2]，同时也激励职工通过提高自身技能和业绩来增加税后收入。 

3.3. 福利感受 

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如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能够减轻职工在特定支出上的经济压力，

提升职工对社会福利的感受[3]。 

3.4. 医院与职工关系 

医院作为扣缴义务人，个税管理的效率和公正性影响职工对医院的信任和满意度。透明、高效的个

税处理流程有助于增强职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4. 医院个人所得税管理现状分析 

4.1. 收入类型多样性 

医院职工从工作性质上可分为医疗人员、护理人员、医技人员、行政后勤人员、科研人员等，而收

入构成通常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夜班补贴、年终奖、劳务补贴、科研补助等多种形式[4]，对于医

院向院外医疗专家支付的会诊费、专家咨询费等也要按规定预扣预缴个税，每类收入的税务处理规则不

同。另外，不同类型的职工收入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同一科室同一级别的两名职工，收入也有一

定的差异[5]。 

4.2. 职工填报盲目性 

税法规定纳税人有权享受各项扣除和税收减免，如子女教育支出、赡养老人支出等。绝大多数纳税

人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采集和年度综合所得申报是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自行申报[6]。职工在填报专项附

加扣除的过程中，存在因为不了解税法而漏填报或者错误填报税收抵扣的现象；而在年度综合所得汇算

清缴时，存在申报不及时产生滞纳金的情况和在全年一次性奖金是否单独计税的问题上错误选择的情况。 

4.3. 纳税筹划不能满足需求 

医院的高收入职工有较强的纳税筹划意愿，但是，纳税筹划不是一项简单的会计工作，它需要系统

化的税收专业知识和政策驾驭能力，还需要外部专家的技术协作和内部人士、相关科室配合，才能达到

预期目标。由于新个税法的实施对纳税筹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财务人员因管理体制、工作时间、能

力与精力等因素的制约，不能满足医院职工纳税筹划的需要[7]。 

4.4. 纳税方式改变 

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后，医院涉及的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所得，由“按月(次)计税”转变为“按年计税”，

征管模式由“代扣代缴为主”转变为“预扣预缴 + 年度汇算”的模式[8]。医院作为扣缴义务人，在个

人所得税的预扣预缴过程中需要将个税信息进行归集，按工资薪金收入、劳务报酬收入、全年一次性奖

金等类别分类报税。在这过程中，可能存在信息更新滞后、计算错误、职工对扣缴工作不理解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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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信息处理手段 

信息技术在个税管理中的应用程度，直接影响到纳税效率和准确性。目前，医院依照规模大小，数

据的庞杂程度，信息处理手段有简有繁，包括通过 EXCEL 表，普通的财务软件[9]，HRP 信息系统进行

数据处理与储存。 

5. 医院在个人所得税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5.1. 个税计算的复杂性 

一是数据采集不完整。部分医院在发放各类收入时，由于不同类型的薪酬在不同的信息系统核算[10]，
数据汇总主观性较强，导致缴纳不规范，甚至存在漏缴、少缴的情况。如，部分医院存在以现金或实物

形式发放给职工的福利和补贴未纳入计税范围，向职工支付超标准的车辆补贴、通讯补贴，为职工报销

的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费用等现象。二是有的医院存在错误计算个税，错误地选择税率和扣除项的问

题。如，将工资薪金与劳务报酬混淆处理。财务人员应合理区分各类型所得，确保正确分类并适用相应

的税率和扣除规则。如果单位或个人在税务申报、税款缴纳等方面存在隐瞒、谎报等行为，将面临税务

部门的处罚。 

5.2. 信息化滞后 

由于信息化系统缺失，或者实施效果不佳，部分医院仍在使用表格和手工计算的方式来处理职工的

个人所得税扣缴工作，手工操作较多。这不仅会导致管理成本上升，而且还带来数据归集不完整、易出

错、效率低等问题。 

5.3. 纳税筹划意识不足 

缺乏针对不同收入层次职工的个性化纳税筹划方案。纳税筹划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财务、人事、

科研等多部门的配合[11]。个税管理人员与税务部门、内部其他部门缺乏沟通，缺乏主动筹划意识，税务

管理方面缺乏创新意识[12]等原因，导致个税筹划不合理、筹划方式单一。 

5.4. 政策适应性不强 

首先，部分医院对政策的更新与理解滞后。随着国家税收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个税政策也在不

断变化，然而，部分医院在面对这些政策变化时，往往存在理解和适应的滞后性。由于医院内信息传递

不畅，对政策更新的关注度不够，缺乏较为健全的税务风险防控机制，部分医院缺乏专业的办税人员或

专业性不够从而使得其在税务管理过程中出现了税收筹划策略不合理、税收政策适用不准确、税收优惠

政策利用不充分等涉税风险问题[13]。 

5.5. 职工税务知识缺乏 

一是财务部门与职工之间关于税收政策的信息传递不畅。财务人员在预扣预缴的过程中，对于常见

的问题，未能及时梳理并将税务知识传达到每一位职工。二是医院职工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学习税务

知识的积极性不够，对税务政策理解不到位。三是部分职工因对政策的不了解或者存在侥幸心理而违规

填报，存在不应享受优惠政策却多填报抵扣的情况[14]。 

6. 医院个税管理的策略优化 

6.1. 完善制度及信息化建设 

针对个税计算的复杂性，医院应构建完善的个税管理制度，优化个税扣缴流程，加强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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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编制详细的个税申报指南，设定明确的申报时间节点，妥善保存相关证明文件，以保障申报流程的

标准化、透明化。二是明确个税扣缴责任人，在组织架构中设立独立的税务管理岗位，并将税务风险防

控纳入其岗位职责。三是设立审核岗位。指定具备较强税务技能的人员负责个税扣缴的审核工作，设置

审核的具体内容、方法和标准，对职工的收入、税前扣除项目、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及税款计算等

进行逐项核查，以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与合规性。四是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个税管理信息化平台，

消除信息孤岛，实现个税数据的自动归集、动态监控。简化和标准化个税管理流程，结合系统功能设计，

比如设置审批流、自动通知等，以减少不必要的手工介入和提高流程的连贯性。这不仅可以提高数据处

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还可以减轻办税人员的工作负担，提升效率，同时也可以增强税务合规性，为医

院的整体运营效能和职工满意度带来积极影响。 

6.2. 保证筹划合规有效 

针对纳税筹划意识不足的问题，医院可对办税人员进行激励，督促他们提高业务技能，做好精细化

个税筹划，为医院的职工合法合规节约更多的资金，以提高职工工作积极性[15]。一是医院在个税筹划过

程中，应密切关注并深入了解国家相关税收政策，确保医院的个税筹划工作始终符合法律要求；二是根

据不同职工的收入结构，设计个性化的纳税筹划方案。比如，合理安排奖金发放时间，建议收入较高的

职工配置个人养老金抵税、专项抵扣等，为职工提供多样化的福利选择(养老保险、商业保险、教育培训、

住房补贴、交通补贴、餐费补贴等)；三是加强多部门协同。财务应与人事、科研等部门协同，对于准备

发放的特殊收入进行事前研判，学习了解相关政策，选择合适的报税方式；四是与专业的税务咨询机构

或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利用其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为医院的个税筹划、税务风险识别提供有力支持，

使得医院的个税筹划工作更加科学、合理和有效。 

6.3. 提升工作效率 

针对政策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一是加强与税务部门的沟通与协作，及时关注并掌握税法最新动态，

确保医院的个税扣缴制度与国家税收政策保持同步。医院应建立与税务机关的常态沟通机制，及时解决

税务疑问，降低合规风险。二是提升办税人员素质。鉴于税务法律法规的频繁更新和高度专业性，建议

医院定期组织办税人员及相关人员参加税务知识培训，提高办税人员专业素质和法律意识，确保他们能

够高效、准确地完成个税管理工作。 

6.4. 加强职工培训 

针对职工税务知识缺乏的问题，医院应加强对职工的税法宣传教育，确保及时准确地向职工传达税

收政策的最新动态，提高其对个税缴纳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通过定期沟通会议、在线平台、邀请税务专

家进行讲座、财务部门工作人员对接医院临床科室进行细致的个税辅导等方式，让职工充分了解个人所

得税的计算方法、扣除项目及个人税务申报流程。以此强化职工纳税意识，增强职工对个人所得税管理

的参与感，提高透明度和满意度，提高个税缴纳规范性和遵从性，保证税前扣除项目的充分利用，年度

汇算清缴的准确执行，共同防范税务风险。 

7. 结论 

医院个税管理需要医院及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来完成。既要遵循税法政策，又要合理规划职工福利

和薪酬结构，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和培训，提高信息化水平，强化沟通与协作。通过这些措施

的实施，有效提升医院个税管理的效率和质量，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为医院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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