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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功能概述】

纳税人可通过本功能在线申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办理路径】

1.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首页〗→〖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

→〖非税收入申报申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申报〗

2.江苏税务电子税务局〖首页〗→〖我的待办〗→〖申报残疾人就业

保障金〗→〖申报〗-〖涉税查询〗—〖查询〗—〖缴纳〗

【办理流程】

网上申报→（税务机关受理）

【具体操作】

一、网上申报

1.登陆江苏省电子税务局，实名人员扫二维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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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成功后，可按照不同路径进入申报页面。

路径一：

路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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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进入申报”并填写正确报表，缴费人只需按要求填写正确的

“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和“上年在职职工人数”，系统即可生成

应缴费额。

确认申报表中全部数据无误后，点击“保存”—“申报” 。

二、税费缴纳

如有缴费额则点击“涉税查询”—“查询”—“缴纳”。

三、完税证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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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完税凭证—填写缴款日期—查询—预览打印。

【注意事项】

1.用人单位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若是 2021 年以前登记的单位，

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即为 2021 年度实际全年工资总额；若是在

2021 年中间成立的单位，需纳税人将实际工资总额换算成全年工资

总额

2.用人单位在职职工，是指用人单位在编人员或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含 1 年）劳动合同（服务协议）的人员。季节性用工应当

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以劳务派遣用工的，计入派遣单位在职职工

人数。计算公式如下为：

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月初在职职工人数+月末在职职工人数）÷2

年在职职工人数＝月在职职工平均人数之和÷12

3.申报表中序号 6 （全省统一比例）-应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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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就业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

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 1.5%，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江苏省确定应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

为 1.5%。

4.申报表中序号 7 （数据由残联提供）-上年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

数为残联部门传递至税务系统的安置残疾人年审数据，若对该数据存

在疑问，请与当地残联联系。

5.申报表中序号 8 （系统自动计算）-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

上年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上年在职职工工资总额÷上年在职职工人

数

6.免征缓征标准

当申报数据满足登记注册类型为企业且在职职工总数 30 人以下，“减

免性质”一栏系统自动填写“其他”。

（1）免征范围

对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在职职工总数的 1.5%，且在职职工总数在

30 人以下（含 30 人）的企业，本年度继续执行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

（2）保障金征收标准上限

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未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含）的，

按用人单位在职职工年平均工资计征保障金；超过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以上的，系统自动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 2 倍计征残疾人就业保障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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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免或者缓缴

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

失，可以按规定程序申请减免或者缓缴保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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