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调整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之全日制

在校实习生篇

场景一：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做出了何种调整？纳税人

应如何适用？

校园里，我专心致志；实习时，我勤勤恳恳。唯独对个人所得税，依

旧一知半解！

您有小编我呢！别着急，或者跟我说说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是小张，是全日制大学本科的在读学生，之前有在某家公司里实习。

听其他同学说，今年调整了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将

会大大方便咱们这些实习生，是有这回事么？

确实，您说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

预扣预缴方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13 号），对实习

生取得劳务报酬的个税预扣预缴方法进行了调整，减轻实习生预扣预

缴阶段的税收负担。

哦？愿闻其详。



本公告规定，从税款所属期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正在接受全日制学

历教育的学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个人

所得税时，可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

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 年第 61 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

预扣预缴税款。对 2020 年 7 月 1 日之前实习的纳税人，如存在多预

缴个人所得税的，仍可在次年办理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申请退税。

我是 7 月 1日至 8月 20 日在 A 公司实习的，8月 15 日我取得了劳务

报酬 4500 元，也将会在 9 月 15 日取得劳务报酬 3000 元，那应该是

怎么计算个税呢？

先来看看您 8月取得所得应预缴的个税吧。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收入额-累计减除费用）×预扣率-速算

扣除数 -累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其中，累计减除费用按照 5000 元/月乘以纳税人在本单位开始实

习月份起至本月的实习月份数计算，以收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

为收入额，预扣率、速算扣除数，按照 2018 年第 61 号公告所附的《个

人所得税预扣率表一》执行。



您的入职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1日，“开始实习月份”为 7 月，取

得工资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5 日，申报税款所属期为 8 月，“本月”

即为 8 月，因此，累计减除费用的月份数应按 2 计算。

本期累计收入额=4500×（1-20%）=3600 元

您本期应预缴个税=（3600-5000×2）×3%＜0，无需预缴个税。

而政策调整前：8 月取得劳务报酬应预缴个税=3600×20%＝720

元。相比于政策调整前少预缴税款 720 元。

再来，计算 9 月取得所得应预缴个税。同样的计算公式，入职日

期为 2020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习月份”为 7 月，取得工资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申报税款所属期为 9月，因离职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20 日，累计减除费用的月份数仍然应按 2 计算。

本期累计收入额=4500×（1-20%）+3000×（1-20%）=6000 元

本期应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6000-5000×2）×3%＜0，无需扣

缴个税。

而政策调整前：9 月取得劳务报酬应预缴个税=（3000-800）×

20%＝440 元。相比于政策调整前少预扣预缴税款 440 元，8-9 月共少

预缴税款 1160 元。

哦~原来如此！那么我年中到手的钱相比以前就多了，不需要等到年

度汇算再办理退税，真是方便太多了！



另外，当您符合上述规定并选择按上述方法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时，应当及时向您的扣缴义务人申明并如实提供学生证等佐证资料，

留存备查，并对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哦。

明白！

场景二：扣缴义务人如何办理纳税申报？

我就是 A 公司的财务啦。小张都跟我说了，但收到小张提交的学生证

等佐证资料后，我应该如何操作才能保障小张按照完善调整后的预扣

预缴方法预缴个税呢？

依旧是我啦，我来为您解疑答惑。目前，您除了将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以外，最主要的，就是确定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上的操作，具

体情况如下：

1. 申报税款所属期 8 月的个人所得税

（1）进入【人员信息采集】界面，【添加】小张的个人基本信息，

【任职受雇从业类型】选择“实习学生（全日制学历教育）”，【任职

受雇从业日期】录入“2020.7.1”，点击【保存】，点击【报送】。



（2）点击【综合所得申报】，点击进入【劳务报酬（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其他连续劳务）】界面。



（3）【所得项目】选择“其他连续劳务报酬”，【本期收入】录入

“4500”，【保存】。

（4）点击【税款计算】核对税额无误后，点击【申报表报送】

再次核对税额无误后，点击【发送申报】。

2. 申报税款所属期 9 月的个人所得税

（1）进入【人员信息采集】界面，【离职日期】录入“2020.8.20”，

点击【保存】，点击【报送】。



（2）点击【综合所得申报】，点击进入【劳务报酬（保险营销员、

证券经纪人、其他连续劳务）】界面。

（3）【所得项目】选择“其他连续劳务报酬”，【本期收入】录入

“3000”，【保存】。



（4）点击【税款计算】核对税额无误后，点击【申报表报送】

再次核对税额无误后，点击【发送申报】。

（5）申报表报送成功后，进入【人员信息采集】界面，将小张

的【人员状态】修改为“非正常”，点击【保存】，点击【报送】。



如此一来，您就完成对应操作啦。

不愧是你，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