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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税务局的“三代”税款手续费 

公司收到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 2%手续费时，财务人员认为收到的手续费应奖励给财务人

员。但是很多总经理不清楚收到的手续费的具体性质。因此，本次就“三代”税款手续费的

内容进行简单说明。 

主要内容如下： 

●  包括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的以下税金都会产生税款手续费。“三代”税款范围如下： 

范围 情形 举例 

代扣 

代缴 

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

人在支付款项时 

·企业支付员工工资时，代扣代缴个税 

·企业对外付汇时，代扣代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或源泉所

得税 

代收 

代缴 

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

人在收取款项时 

·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在向委托方交货时代

收代缴税款。 

委托 

代征 

税务局和企业双方自

愿、依法委托关系 
·交通运输部门海事管理机构代征船舶车船税 

 

●“三代”税款手续费支付比例和限额 

 手续费支付比例和限额 

代扣 

代缴 

代扣代缴税款，不超过代扣税款的 2%支付手续费，且支付给单个扣缴义务人年

度最高限额 70 万元，超过限额部分不予支付。 

代收 

代缴 

·代收代缴车辆车船税，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3%支付 

·代收代缴委托加工消费税，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2%支付。委托受托双方存在关联

关系的，不得支付代收手续费。 

·代收代缴其他税款，不超过代收税款的 2%支付。 

委托 

代征 

·委托交通运输部门海事管理机构代征船舶车船税，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5%支付。 

·委托代征人代征车辆购置税，按每辆车 15 元支付。 

·委托证券交易所或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代征证券交易印花税，按不超过代征税款

的 0.03%支付，且支付给单个代征人年度最高限额 1000 万元，超过限额部分不

予支付。委托有关单位代售印花税票按不超过代售金额 5%支付。 

·委托邮政部门代征税款，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3%支付手续费。 

·委托代征人代征农贸市场、专业市场等税收以及委托代征人代征其他零星分散、

异地缴纳的税收，按不超过代征税款的 5%支付。 

 

●“三代”税款手续费管理 

“三代”单位所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应单独核算，计入本单位收入，用于与“三代”业务直接相关

的办公设备、人员成本、信息化建设、耗材、交通费等管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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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代”税款手续费的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 12366 纳税服务平台的智能咨询服务回复如下：按照目前营改增政策相关规

定，纳税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取得的手续费收入应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应缴纳增值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45 号）规定如下： 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

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关于“三代”税款手续费的企业所得税 

“三代”税款手续费收入并不属于免税项目，应包括在收入总额中，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关于“三代”税款手续费的个人所得税 

“三代”税款手续费奖励给财务人员时，应视为企业向个人支付所得，按照工资薪金所得来计

算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作为扣缴义务人取得的手续费收入，根据财税字〔1994〕20 号规

定，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 号）规定，下列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五）个人办理代扣代缴税款手续，按规定取得的扣缴手续费。 

 

温馨提示： 

 原则上每年 3 月 30 日之前，需向税务机关申报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请。 

 2019 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报期限，由 2020 年 3 月 30 日延长至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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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GT 中国）与 GT 日本共同设立了中国国内面向日系企业的专业服务

部门日本事业部。由日中共同出资,基于当地日系企业的立场提供日式专业

服务。 

 

咨询联系方式: Japan@cn.g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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