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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与筹划

基于工资年终奖的

个税筹划思路与应用

曹兴虎■

一、工资年终奖的个税筹划思

路与设计

按照工资年终奖发放方式，全年薪

资分为每月工资和年终奖两个部分，那

么全年个人所得税也相应地由这两部分

的个人所得税构成，如下式所示：

G（x）=12f（x-3  500）+g（A-12x）  

（x≥3 500,A-12x≥0）

其中： x为每月工资（如无特殊说

明，以下工资和收入均指扣除三险一金

等合理费用但未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的金

额）， f（x-3 500）为按照个人所得税法计

算的每月个人所税额，A为全年收入，g

（A-12x）为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

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

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5]9号）规定计算的年终奖个人所得

税额，G（x）为全年个人所得税额。

考虑到目前每月工资的个税免征额

为3 500元，即年收入42 000元无需交

税，低于这个数额筹划意义不大，所以

本文仅对年收入大于42 000元的薪资进

行筹划。

1.x从最低数开始取值（即3 500元），

年终奖为A-12x，分别推算出每月个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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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f（x-3 500）和年终奖个人所得税g

（A-12x），并计算全年个人所得税G（x）。

2.判断x是否大于或等于A/12。如

果否，则在x上增加一个步长（即推算的

精度）。重复第一步骤，计算出第二个对

应的年个人所得税G（x）。

3.依此类推，不断在x上重复增加

相同的步长，直至x≥A/12，这样就会

产生一系列不同的工资与年终奖组合对

应的年个人所得税G（x）。

4.在所有的G（x）当中进行比较，

找出最小的G（x）及其对应的x（如图1

所示），即为年收入A的最小个人所得税

额，那么相应的（x，A-12x）即为最优的

薪资组合。

由此可见，在工资年终奖的方式下，

年收入A所有的不同（x，A-12x）薪资组

合中，有且只有一个组合使年个人所得

税G（x）最小而税后收入最大。

二、工资年终奖的个税筹划应

用与拓展

前文中，只是对单个数据进行个人

所得税筹划，如果企业规模达到几千人

甚至更多该如何处理呢？那么可以把年

收入的取值范围进行扩展，使其覆盖所

有人的年收入数额，按照同样的思路和

方法，就可以推算出一系列不同年收入

的最小个税的工资和年终奖组合，以满

足不同规模企业的税收筹划需要。为了

揭示各个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便

于企业在实际操作中参考，下面通过具

体事例来进行说明。

假设将年收入A的范围扩展为[4.2，

15.0]（单位：万元），经过推算，获得各

年收入中使个人所得税最小的工资和年

终奖分配情况，如图2所示。通过观察可

以发现：要保证年个人所得税最小，那

么年收入、工资、年终奖存在以下关系：

1.在 [4.20，5.88]区间，工资额从起

始就维持3 500元不变，其余的作为年

终奖一次性发放，那么在这个区间内的

年终奖会随着年收入的增加而同数额增

加，直到年收入5.88万元这个点。

2.在 [6.12，12.36]区间，年终奖开始

就维持在1.80万元不变，此时工资开始

发生变化，并随着年收入的增加呈正比

例变动，直到年收入12.36万元这个点，

此时工资达到8 800元。

3.在年收入12.60万元这个点，情况

发生了陡然变化，为保证该收入的年个

人所得税最小，工资从8 800元骤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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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00元，推动年终奖由1.80万元直接陡

增到5.40万元。随后再如第二区间段一

样，年终奖继续维持不变，而工资继续

随年收入增加而同比例变化，直到下一

个转折点的出现。

在整个区间内，有三个临界点（随

着区间扩大还会有更多），即A点[4.20]，

B点[6.12]和C点[12.60]。出现这种情况

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收入一定的情

况下，工资和年终奖存在此消彼长的情

况，临界点是两者为了使个税最小而相

互均衡的结果；二是国税发[2005]9号文

对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的特殊

性，再加上个税最小化的需要，导致了

非连续的临界点的出现。

三、特殊问题处理

1.纳税无效区间的处理。所谓纳税

无效区间，是指存在某些年终奖区间，在

这些区间内，增加年终奖反而会导致税

后收入的减少。它有的两个特点：一是

区间内增加1元的年终奖金，税前收入

增加，但税后收入不升反降或保持不变；

二是各区间的起点都是税率变化的临界

点，即前例中的三个点。

那么 ,利用上述方法推算的最优薪

资组合中的年终奖是否会落到无效区

间内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一

是通过上述方法推算出了所有的薪资

组合（含无效区间内的组合），选出的

是其中最小个人所得税对应的组合；

二是从无效区间的定义和特点来看，落

在无效区间的点不是个人所得税最小

的点。

2.实发与预估之间差额的处理。在

前文推算中，假设员工年收入是可以事

先预估的。但实际工作中，企业可能会

在年底根据员工全年绩效考核的结果，

对原先预估的年收入总额进行调整，或

增加或减少，那么如果出现这种差额将

如何解决呢？其实，可以根据实发与

预估之间的差额调整考核当月的工资，

如果不足可再调整下一个月的。因为

工资不存在无效区间的问题，且调整的

幅度不会过大，所以总体来说对员工的

个人所得税和税后收入没有什么太大

的影响。但是，不能调整原定的年终奖

金，否则就可能会使年终奖金落入无效

区间。

3.精确度的处理。出于简化考虑，

前文例证中笔者选取了整百数作为员

工之间相邻年收入的级差，也选取了某

一整百数作为工资的推算步长。但实际

操作中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员工的年

收入几乎都不会相差整百数，甚至有的

相差仅是个位数；二是最小个人所得税

薪资组合中的工资也并非一定都是整百

数，个位、小数出现可能性会更大。那

么，如何保证推算的年收入数额可以覆

盖到所有的员工呢？又如何保证得出的

最优的工资和年终奖是最准确的呢？这

就涉及到推算数据的精确度问题。理论

上讲，如果调整推算的年收入的级差到

最小值（即0.01元），调整工资推算步长

至最小值（即0.01元），那么生成的年收

入清单就可以完全涵盖企业所有的员

工，由此推算出对应最小G（x）的精确

度也将达到0.01元，所有的数据都将达

到最精确值。

（作者单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三十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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