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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高校教师收入的纳税筹划研究方面，目前

主要聚焦于高校教师工资内收入的纳税分析，但在

教师工资外收入的纳税筹划上却一直是一个少有

人问津的盲区。本文尝试对高校教师工资外收入

的纳税筹划途径和方法进行具体探究，以帮助教师

合理避税，维护教师合法利益，并寄望于以此引起

有关专家的注意和研究兴趣。

高校教师收入的途径主要有：一、工资薪金类，

来源于任职院校的工资、课时费、奖金、岗贴等；二、

劳务报酬类，评审费、咨询费、设计费、家教、书画、

校外讲课、办培训班等；三、稿酬所得类，出版发表

作品收入。教师收入名目繁多，个人收入形式多元

化，已经引起税收部门的高度关注。2009年5月，国

税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全面加强货物

劳务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国际税收四大税种的

征管，促进堵漏增收。通知中特别指出，各地要加

强高校教师除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和兼职、来访讲

学人员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高校教师在诚信纳

税的同时，怎样通过筹划节约税收成本，减少现金

流出，减轻税负，属于一个新课题。作为教师，应对

自己在近期内收入情况的预计作出安排，通过收入

的时间和数量、支付方式变化，达到降低名义收入

额的目的，进而降低税率档次，以降低税负或免除

税负。在制定筹划方案中，不能仅仅考虑税收因

素，当然也不能不考虑税收因素。本文拟对高校教

师的工资外收入主要涉税项目进行具体纳税筹划

操作，为高校教师提供参考意见。

一 劳务报酬所得筹划
税法规定：劳务报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

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对应纳税所

得额超过20000元至50000万元的部分，按照应纳

税额加征五成；超过50000元的部分，加征十成。实

际上也就等于是三级的超额累进税率。显然，一次

收入数额越大，其适用的税率就越高。因此，劳务

报酬所得筹划的一般思路就是，通过增加费用开支

尽量减少应纳税所得额，或者通过延迟收入、平分

收入的方法，将每一次的劳务报酬所得安排在较低

税率的范围内。劳务报酬所得的纳税筹划操作实

例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将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工资、薪金所得

由于应税所得小于20000元以下时，工资薪金

所得适用的税率比劳务报酬所得适用的税率低。

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将劳务报酬所得转化为工

资薪金所得，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将其和工资薪金所

得合并缴纳个税，以降低税负。

例1：某高校江老师在外进修期间，学校每月发

给其工资1000元，同时江老师在某公司找了一份兼

职工作，每月收入2800元，如果江老师与该公司没

有固定的雇佣关系，按税法规定，工资所得与劳务

报酬所得应分开计算税收，这时，工资所得没有超

过扣除限额2000元不用纳税，而劳务报酬所得应纳

税额=（2800-800）×20%=400元；如果江老师与该

公司存在固定的雇佣关系，则该公司支付的2800元

可以作为工资薪金所得与学校支付的工资所得合

并 缴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应 纳 税 额 =（1000 +

2800-2000）×10%-25=155元，建立雇佣关系可节

税245元。这种节税方法关键在于取得的收入属于

工资薪金性质，而划分的标准一般是看个人和单位

之间是否有稳定的雇佣关系，是否签订有劳动合

同。

（二）按支付次数筹划

劳务报酬所得征税是以次数为标准的，支付的

次数越多，扣除的费用也就越多，次数的确定对于

交纳多少所得税款至关重要，这也是对于劳务报酬

所得进行筹划时首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但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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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由于某种原因，高校教师获得的收入具有

一定的阶段性，造成总体税负较高。这时，高校教

师只要进行一些简单的筹划活动就可能获得较高

的回报。只要与支付公司商议，把本该3个月支付

的劳务费在一年内支付，使该劳务报酬的支付每月

比较平均，从而使该项所得适用较低税率。同时，

由于减轻了支付公司的经济负担，支付公司想必也

会乐于接受。

例2：工商管理学院的袁教授具有注册会计师

资格，和某会计事务所商定每年年终到该事务所兼

职3个月，由于会计业务的特殊性，业务量平时少而

年终较多，年底3个月每月可能会支付28000元的

劳务报酬。如果袁教授和该事务所按实际情况签

约，则月应纳税额=28000×（1-20％）×30％-2000 =

4720元，总共应纳税额=4720×3=14160元。如果袁

教授与该事务所商定，年终的劳务费在以后的一年

中分月支付，具体形式不限，每月大约支付7000元，

则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7000×（1-20％）×20%=

1120元，总共应纳税额=1120×12=13440元。少缴

税款720元。

（三）按分项筹划

劳务报酬所得，属于一次性收入的，以取得该

项收入为一次；属于同一项目连续性收入的，以一

个月内取得的收入为一次。个人兼有不同的劳务

报酬所得应分别减除费用，计算缴纳个税。收入的

集中便意味着税负的增加，收入的分散便意味着税

负的减轻，高校教师在缴纳所得税时应明白并充分

利用这一点，把一次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按不同

项目的收入通过分别减除费用后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可达到降低税负的效果。

例3：曹教授某月给几家公司提供劳务，同时获

得多项收入：给某公司设计一套工程图纸，获得设

计费20000元；给某外企当了20天的兼职翻译，获

得15000元的翻译费；给一公司提供技术帮助，获得

30000元的报酬。如果将各种报酬加总来缴纳个

税，应纳税额=（20000+15000+30000）×（1-20%）×

40%-7000=13800 元。由于他的收入不是一项所

得，且不是连续取得的收入，完全可以分项计算：设

计费应纳税额=20000×（1-20%）×20%=3200元；翻

译应纳税额=15000×（1-20）×20%=2400元；技术

服务应纳税额=30000×（1-20%）×30%-2000=5200

元。总共纳税=3200+2400+5200=10800元，稍微安

排一下就可少交3000元税款。

（四）合理设计劳务合同筹划

高校教师为他人提供劳务签订合同时，可以考

虑由对方提供一定的福利，将本应由自己承担的费

用改由对方提供，以达到规避个税的目的。即由对

方提供诸如伙食、交通、住宿、办公用品、实验设备

等，这些日常开支如果由自己承担就不能在应纳税

所得额中扣除，而由对方提供则能够扣除，相应的

降低自己的劳务报酬总额，虽然减少了名义报酬

额，但实际收益却有所增加。

例4：袁教授与某高科技企业签订财务咨询服

务合同，每年可获取劳务报酬50000元，但袁教授需

支付的食宿、交通等费用大约15000元。如果由袁

教授自己负担食宿、交通费，则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为=50000×（1-20％）×30％-2000=10000元，袁教

授实际收入为：50000-10000-15000=25000元。如

果在签订合同时将条款改为由企业方承担交通、食

宿等费，同时支付袁教授劳务报酬35000元，则袁教

授只需就 35000 元收入纳税，应纳税额=35000×

（1-20％）×30％-2000=6400。袁教授实际收入为：

35000-6400=28600（元）。由此可见，将部分报酬转

作费用，虽然表面上劳务报酬少了，但是税后实际

收入增加了3600元。所以很多人在签订劳务报酬

合同时只重视法律含义，而忽视其税收因素，自己

多缴了税款也不知道。仔细研究经济合同发现，通

过巧妙设计劳务合同，可以使企业和教师达到共

赢。

（五）董事费的筹划

近年来，高校的一些高级教授多被聘请为上市

公司的执行董事或独立董事，这也是高校教师参与

到企业中取得收入的途径之一。一般而言，董事费

的收入是一次性支付，且数额较大，如果按劳务报

酬所得征收个税，将适用较高的税率，这样，董事费

的很大一块将作为个税上缴国库。董事费的纳税

筹划思路一般有两种：一是将一部分董事费作为工

资薪金在平时就支付给担任董事职务的教授，使得

董事费尽量适用较低税率。二是将董事费分次发

放，比如每年发放2次、3次或4次等。

例5：司徒教授被聘为某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每年的董事费10万元，如果一次性领取董事费，则

司 徒 教 授 应 纳 个 税 =100000 ×（1-20% ）×

40%-7000=25000 元，如果分 4 次领取，每次领取

25000 元 ，则 司 徒 教 授 应 纳 个 税 =25000 ×

（1-20%）×20%×4=16000元。节税9000元。

二 稿酬所得纳税筹划
税法规定：稿酬每次收入4000元的减除费用

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收入20%的费用。由于

稿酬所得的特殊性，税法规定在20％比例税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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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减征30％的优惠。因此，教师应注意将获得的稿

酬与一般劳务报酬所得相区分并分开计税。此项

收入一般筹划思路可以利用数人集体创作，根据每

个人得到的稿酬分别扣除费用计征,经过筹划可以

获得更多的利益；或出版系列丛书；或作者虚拟化；

教师也可通过将稿子转让给书商获得税后所得。

（一）集体创作法

如果一项稿酬所得预计数额较大，可以考虑一

本书改由多人撰写。该方案的前提条件是进行纳

税筹划时需要使每部作品的稿酬收入不超过4000

元，它利用的是低于4000元稿酬的800元费用抵

扣，该项抵扣的效果大于20%抵扣的标准。

例 6：袁教授完成一企业管理著作，稿酬共

12000元。 如果独立完成，独得稿酬12000元，则应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额 =12000 ×（1-20％）× 20％ ×

（1-30％）=1344 元；如果由四人合著，各得稿酬

3000 元，则应纳个人所得税额=（3000-800）×

20％×（1-30％）×4=1232元。节税112元。

需要说明的是，这样做教师个人收入可能会比

单独创作时少。因此该筹划方法一般适用于著作

任务较多，需要成立创作小组的情况下，如果与系

列丛书法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更好。

（二）系列丛书法

把某些著作分解为几个部分，以系列的形式出

版。则该著作被认定为几个单独的作品，分别纳

税，可以降低税负，该筹划法应保证每本书的人均

稿酬4000元，它利用的是抵扣费用的临界点。但在

出版实践中，单纯为降低税收负担而进行如此操作

的可能性不大。

（三）费用转移法

教师在出版著作时，事先与出版社协商，让其

尽可能支付调研、资料、差旅、设备等费用，但适当

降低支付稿酬的标准，这样就将费用转移给了出版

社，使得自己的稿酬所得相当于享受到了两次费用

抵扣，而出版社可以考虑采用限额报销制，控制不

必要的浪费。经筹划教师的名义稿酬虽然降低了，

但仍享受了20%的定额费用扣除率，可实际多扣除

费用，实现双重节税。

例7：袁教授出版一部学术专著，需要到各地搜

集素材，考察费用支出3万元，与出版社协商全部稿

酬为8万元，如果由袁教授负担费用支出，则应纳税

额=80000×（1-20%）×20%×（1-30%）=8960元，实

际可支配收入=80000-30000-8960=41040元；如果

改由出版社负担费用支出，支付给袁教授的稿酬降

为5万元，则应纳税额=50000×（1-20%）×20%×

（1-30%）=5600元，实际可支配收入=50000-5600=

44400元。通过筹划，可支配收入增加3360元。

此外，教师还可通过将稿子转让给书商获得税

后所得或作者虚拟化进行纳税筹划。

三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的纳税筹划
特许权使用所得是指高校教师提供专利权、商

标权、著作权、非专利技术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

权取得的收入。特许权使用所得的扣除额为800元

或收入的20%，税率20%。筹划思路：一般情况下，

提供使用权比转让所有权税负低。

例8：史教授发明一种新技术，并获得专利，专

利权属个人所有。单纯将其转让，可获转让收入80

万元，史教授转让专利权所缴税额有：应纳营业税=

80 × 5% =4 万 元 ，应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80-4）×

（1-20%）×20％=12.16万元。两税合计=4+12.16=

16.16万元，史教授实际所得=80-16.16=63.84万元。

如果将专利权折合股份投资，每年可获得股息

收入8万元。税法规定，以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参与

利润分配，共担风险的行为，免征营业税。待日后

按照投资入股的比例取得投资收益时，再按照股

息、利息、红利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则史教授当

年只需负担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8×20%=1.6万

元，税后所得=8-1.6=6.4万元，当年仅需负担1.6万

元的税额，那么经营10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且

还可得到80万元的股份。

应当注意此项操作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在此

之前教师应综合考虑无形资产的处置方式。税收

筹划应从长远考虑，全方位地进行筹划。

总之，高校教师要能清楚地计算出自身的个人

所得税的各种计算方法，并能以此计算出应纳税所

得额，权衡税负大小，创造一定的相互转化条件，按

照税法规定的步骤进行才能确保筹划成功。由于

税法总是根据国家政策而不断调整，有些纳税筹划

方法在一定时期是合法的，但在另一时期又可能与

税法条例相抵触，因此，高校教师应该经常注意税

法相关政策的变化，制定合理的避税计划，采取合

理的避税策略，依法纳税，诚信纳税，合理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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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WebGIS System Framework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ZHAO Yu-guo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outhwest University，Chonqing 400715）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oud computing，this paper presents a technology method to
construct a new WebGIS technical framework based on Cloud Computing. The new system can handle massive
geographic data and provid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ervice in time. In this framework，system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Cloud computing；WebGIS；System framework；GIS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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