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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会计・税务实务资讯 

题目： 关于日本员工住宅的工资课税 

1. 日本的员工住宅制度 

企业为了员工的生活而出租住宅的行为被称为“员工住宅制度”。与一般的租赁房屋相比，租金大多

比较便宜。除企业自己所有的房产的“自有员工住宅”外，还有企业以公司名义与房地产公司签订租赁房

屋的合同的“租赁员工住宅”。 员工住宅与住房补贴不同，由企业代为签订租赁合同，减轻了员工的负

担。同时，住房补贴在全额作为工资课税的情况下，员工住宅是以租金相当额和员工负担金额来判断需要

作为工资课税的金额。一般相比住房补贴，对员工有节税的效果。 

2. 租金相当额的计算公式 

租金的相当金额是指以下(1)到(3)的合计金额。 

(1)(当年度该房间的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额)×0.2 % 

(2) 12 日元×(该房间的总占地面积(平方米)/ 3.3(平方米)) 

(3)(当年该房间的土地的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额)× 0.22% 

(注)不仅是公司等拥有的职工宿舍等，公司从签约租借给员工的情况下，上述(1)到(3)的合计金额也是

相当于租金的金额。 

3. 作为工资需要课税的范围 

(1)无偿出租给员工的情况 

★租金相当额作为工资被课税。 

(注)对于护士、门卫等因工作而无法离开工作地点居住的员工，为了让其从事工作而将公司宿舍或

宿舍出租的情况，即使是无偿出租，也有不作为工资征税的情况。 

(2)从员工那里收取低于租金相当额的房租的情况 

★收取的房租和租金相当额的差额，作为工资被课税。 

但是，如果从佣人那里收取的房租超过了租金相当额的 50%，那么收取的房租和租金相当额的差额

就不会作为工资被课税。 

(3)以现金支付的住宅补贴，以及入住者直接签约时的公司负担的房租 

★因为不被认可为公司员工住宅的出租，所以全额作为工资要被课税。 

 

  由于租金相当额的计算一般远低于实际的租金，所以对员工来说，比起直接支付住宅补贴，公司签约

再将住宅租给员工的情况更利于员工节税。因此作为一种福利厚生制度，对应聘人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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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错过： 

对于新建建筑物，要等到第二年才能获取到固定资产税的课税标准额的情况，日本所得税基本通達 36

－42（３）规定，可采用近邻类似住房的课税标准额进行租金相当额的计算。 

如果近邻类似住房的课税标准额也难以取得，可暂时对照日本法务局的“新建建筑物课税标准认定标

准表”进行计算。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联络我们。我们的专业团队（税务・法律）可为您提供全程全方位的专业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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