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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客
户端和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端扣
缴功能申报的，扣缴义务人在计算并
预扣本年度1月份个人所得税时，系
统会根据上一年度扣缴申报情况，自
动汇总并提示可能符合条件的员工
名单，扣缴义务人根据实际情况核
对、确认后，即可按本《公告》规定的
方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采用纸质申报的，扣缴义务人则
需根据上一年度扣缴申报情况，判断
符合《公告》规定的纳税人，再按本公
告执行，并需从当年1月份税款扣缴
申报起，在《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
相应纳税人的备注栏填写“上年各月
均有申报且全年收入不超过 6 万
元”。

据央视财经

速看！明年个税扣缴政策有变化
年薪低于6万暂不预扣预缴个税

一是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各月均
在同一单位扣缴申报了工资薪金所
得个人所得税且全年工资薪金收入
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

具体来说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1）上一纳税年度 1-12 月均在

同一单位任职且预扣预缴申报了工
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

（2）上一纳税年度 1-12 月的累
计工资薪金收入（包括全年一次性奖
金等各类工资薪金所得，且不扣减任
何费用及免税收入）不超过6万元；

（3）本纳税年度自 1 月起，仍在
该单位任职受雇并取得工资薪金所
得。

二是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
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
人，如保险营销员和证券经纪人。同
样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上一纳税年度 1-12 月均在
同一单位取酬且按照累计预扣法预
扣预缴申报了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
得税；

（2）上一纳税年度 1-12 月的累

计劳务报酬（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
收入）不超过6万元；

（3）本纳税年度自 1 月起，仍在
该单位取得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
缴税款的劳务报酬所得。

举个例子，小李 2020 年至 2021
年都是A单位员工。

A单位 2020年 1-12月每月均为
小李办理了全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
假 设 小 李 2020 年 工 薪 收 入 合 计
54000元，则小李 2021年可适用本公
告。

优化了哪些纳税人的预扣预缴方法？

对符合《公告》规定的纳税人，扣
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本纳税年度个
人所得税时，累计减除费用自 1月份
起直接按照全年6万元计算扣除。

即，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 6
万元的月份，不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
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 6万元的当月
及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个人所

得税。
同时，依据税法规定，扣缴义务

人仍应按税法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
缴申报。

优化后的预扣预缴方法是什么？

小张为 A 单位员工，2020 年 1-12 月在 A 单位取得工资薪金
50000元，单位为其办理了2020年1-12月的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
得税全员全额明细申报。

2021年，A单位1月给其发放10000元工资，2-12月每月发放
4000元工资。在不考虑“三险一金”等各项扣除情况下，按照原预
扣预缴方法，小张 1 月需预缴个税(10000-5000)×3%=150 元，其
他月份无需预缴个税；全年算账，因其年收入不足6万元，故通过
汇算清缴可退税 150元。采用新预扣预缴方法后，小张自 1月份
起即可直接扣除全年累计减除费用6万元而无需预缴税款，年度
终了也就不用办理汇算清缴。

也就是说，有部分固定从一处取薪且年收入低于6万元的纳
税人，虽然全年算账不用缴税，但因其各月间收入波动较大或者
前高后低等原因，年中无法判断全年所得情况而某一个或几个月
份被预扣预缴了税款，年度终了后仍需申请退税。而新办法后就
能免去这种麻烦。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对该部分工作稳定且年收入低于6万元
的群体，在享受原税改红利基础上，对其税款预扣预缴方法进行
优化，进一步减轻其办税负担。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简便优化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下称《公
告》）明确：

2021年1月1日起，对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内每月均在同一单位预扣预缴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且全
年工资、薪金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本年度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时，累
计减除费用自1月份起直接按照全年6万元计算扣除。即，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
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6万元的当月及年内后续月份，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公告》主要优化了两类纳税人的预扣预缴方法。其中，包括保险营销员和证券经纪人。

《公告》出台后 扣缴义务人该如何操作？

近日，智联发布《2020 年轻人理
想工作报告》面向职场人开展了理想
工作调研，基于90后、95后、00后等年
轻群体进行了调研。

年轻人最想自己开店

若完全抛开现实不谈，年轻人的
理想职业整体呈现出“百花齐放”的
多样性，可概括为“自给自足，热爱至
上”。调研显示，年轻受访者拒绝成
为打工人，最想“自己开店”，集中了
12.5%的受访者；独立摄影师（7%）、烘
焙师/料理师（5.2%）等兴趣主导且自
由度高的职业跻身理想职业的第一
梯队，同样呈现出自我雇佣的偏好。
科研工作者、金融从业者、学者、设计
师、教师等专业精深的职业也比较受
青睐。

分年龄段来看，00后更倾向依靠
创意与才华谋生，他们选择媒体人

（6.7%）、音 乐 人（5.9%）、网 文 作 家
（5.4%）作为理想职业的占比都要高
于其他年龄。

近6成年轻人期望合作

59.8%的年轻人最理想的工作关
系是与“工作伙伴群策群力、默契合
作”，31 岁及以上白领在占比上低了
14.6个百分点。此外，在团队中，年轻
白领更希望自己能够扮演“辅助英
雄”角色，而后是负责统领的核心人
物，分别占比 15.9%、13.3%，最后是

“单打独斗，个人担当所有工作”占
9.7%。经验更加丰富的职场资深人
士则在期望统领和独当一面的比例
明显更高。

成就感是第一驱动力

智联报告显示收入虽然是理想
工作的第一构成要素，但只有钱还不
足以激发年轻人心底的热爱。83.8%
的受访年轻白领认为“成就感”最能
激发工作热情，可见“金钱诚可贵”，
但“成就感价更高”。

排在第二的才是“金钱”，68.3%
的年轻人选择该选项。此外，年轻人
还 更 注 重 工 作 内 容 ，“ 趣 味 性

（46.6%）”对于他们来说更能体现一
份工作的价值，00后选择该选项的占
比更是高达54%。

年轻人认为“新鲜感（26.9%）”也
能 激 发 出 新 的 热 情 ，高 于 85 后 的
23.3%与80后的24.2%。

超8成未从事理想职业

整体来看，超 8 成受访者表示没
有从事理想工作。其中，90后的工作
理想程度最低，占比仅为15.8%，而95
后、85后的理想度接近，分别达到18%
与18.6%。

“奔三”的90后迎来分水岭，第一
波“职场中年危机”在不远处招手，生
活负担越来越重的他们一边努力向
上突破职场天花板，一边奋勇向前以
不被“后浪”赶超，理想的棱角不免经
历现实的打磨。

最骨感的是收入

被问及现实工作与理想哪里差
距最大时，50.6%的年轻人表示是收
入，占比高于31岁及以上白领。其次

是 占 比 46.9% 的“ 自 由 度 ”与 占 比
37.3%的“职业前景”。

回顾年轻人理想工作的要素排
行，“工作强度”是最不被看重的，但
现实的工作强度却给了他们猝不及
防的一击，21.5%的年轻人正在被超
过预期的高强度工作挤压。相对而
言，31岁及以上的职场前辈们已经对
此脱敏，他们之中仅有 13.8%认为此
项现实与理想差距大。

近6成年轻人自信追梦

对于坚持“理想工作”的年轻人，
59.2% 勇 气 来 自 于 对 能 力 的 自 信 ；
20.4%则表示能够承担追梦失败的风
险，他们因为“输得起”而更加从容。
另有 7.5%的年轻人给出答案稍显负
面，却十分现实，“无法忍受现在的工
作”成为他们化不满为力量，努力向
上争取的驱动因子。

7成用行动改善现状

多数年轻人决心用自身行动做
出改变，其中超过 7 成践行“终身学
习”，选择通过学习提升能力与资质；
此外，42.8%选择实践出真知，而在成
为“社会人”这条路上，33.2%、24.3%的
年轻人选择“多攒点钱”和“广泛结交
人脉”来改善现状。

虽然年轻职场人愿意改变现状，
但在行动上略显“佛系”，超过6成表示

“一直在间歇性地努力”，有计划并且
持续坚持的占比仅四分之一。8.5%表
示短时间努力过，但很快放弃了，另外
5.6%还处于“未开始奋斗”的状态。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智联发布《2020年轻人理想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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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孙若彬 辽沈晚报
记者胡月梅报道 为鼓励支持企
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沈阳市大
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积
极落实惠企政策，减轻企业负
担。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
以上人员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
的，按企业为其实际连续缴纳3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给予每人
2000 元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截至目前，共向市人社局申
报 7家企业，补贴人员 36人，补
贴资金 7.2万元。

企业聘失业人员 大东补贴7.2万

中组部、中宣部评选公布
32名“最美公务员”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中央
组织部、中央宣传部6日公布“最美
公务员”评选结果，刘立飞等 32 名
同志确定为“最美公务员”。

为学习宣传优秀公务员先进事
迹，鲜明树立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
务、让人民满意价值取向，更好激励
广大公务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今年8月，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
联合开展“最美公务员”学习宣传活
动。经推荐遴选，中央组织部、中央
宣传部最终确定了32名“最美公务
员”人选。

据了解，32名“最美公务员”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中涌现出
来的先进典型。他们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恪尽职守、奋发有为，在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疫情
防控、复工复产、防汛救灾等重大工
作一线扛重活、打硬仗，用心用情用
力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做出突出成绩，受到群众赞誉。
辽宁阜新县司法局张彪时刻把

群众的急难愁盼挂在心上，想尽办
法帮欠薪农民工搜集证据、讨回公
道，先后为35名农民工讨回56万余
元工资款。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号召，
广大公务员向“最美公务员”学习。
各级党委组织、宣传部门要采取多
种形式宣传“最美公务员”先进事
迹，用平实语言、真实事例讲好“最
美公务员”故事。要准确把握“最美
公务员”先进事迹的时代内涵，深刻
感悟“最美公务员”以担当作为践行

“两个维护”、以服务人民展现公仆
情怀的政治品格和精神境界，让“最
美公务员”可亲、可信、可学，让先进
典型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引导
广大公务员见贤思齐、对标先进，真
抓实干、争当“最美”，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