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6 1246 

2011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工资薪

金所得按照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其免征额调整为 3 500 元。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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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规

定，年终一次性奖金（以下简称年终奖）可以单独作为一个

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工资薪金与年终奖适用的税法

相关规定不同，其计算以及纳税筹划方法也存在差别。

一、工资薪金的多维度计算

工资、薪金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是每月收入额减除费

用扣除标准 3 500 元后的余额 ；但对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

中国境内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和在中国境内

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义务人，其

每月纳税扣除额为 4 800 元。即 ：应纳税所得额 = 计税工资 -

每月的扣除标准（3 500 元或 4 800 元）。其中，工资薪金纳

税所得额 = 工资薪金所得总额 - 免税项目，免税项目包括如

按国家规定个人承担的“三险一金”等 ；工资薪金所得总额

= 基本工资 + 奖金 + 津贴 + 补贴等。则工资薪金全月应纳税

所得额 =（基本工资 + 奖金 + 津贴 + 补贴等）- 免税项目 - 每

月扣除标准（3 500 元或 4 800 元）。其中“个人承担的三险

一金”中的“三险”是指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城镇企事业单

位的职工个人按照其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分别缴纳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 ；其中的“一金”

是指住房公积金，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个人具体的缴费比

例在不超过当地政府规定的比例情况下由用人单位根据本

单位实际情况来确定。

( 一 ) 坐标图分段计算法

例 ：假 定 某 居 民 纳 税 人 2015 年 10 月 份 的 工 资 合 计     

12 000 元，个人缴交的“三险一金”合计为 2 280 元，不考虑

国家规定的其他免税项目等，试计算其应纳个人所得税税

额。根据资料计算其 10 月份应纳税所得额 =12 000-2 280-

3 500=6 220（ 元 ）。计 算 该 纳 税 人 应 纳 个 人 所 得 税 税 额 ：

“ 不 超 过 1 500 元 的 ”税 额 =1 500×3%=45（ 元 ）；“ 超 过            

1 500 元至 4 500 元的部分”税额 =3 000×10%=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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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通过坐标图分段表达工资薪金个税的计算过程，其次详细介绍利用 EXCEL 工具中的 IF 和
MAX 函数即可一步到位计算工资薪金和年终奖个税的简易方法，最后通过该方法在已有文献构建的企业薪酬安排

模型基础上，对工薪和年终奖组合筹划方案作验证，为广大财税从业者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工资薪金 ；年终奖 ；计算方法 ；EXCEL

图1  工薪个税分段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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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过 4 500 元 至 9 000 元 的 部 分 ”的 税 额 =（6 220-1 500-      

3 000）×20%=344（元）；个税税额合计为 689 元。借助坐标

方式表达，即为计算图 1 中阴影部分的面积 =6 220×20%-

1500×（10%-3%）-4 500×（20%-10%）=689（ 元 ），两 者 结

果相同。同时，根据工资、薪金所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则该

居民纳税人的个人所得税额 =6 220×20%-555=689（元）。

其中，可通过图 1 直观得出速算扣除数 =1 500×（10%-3%）-

4 500×（20%-10%）=555（元）。

( 二 ) 用 EXCEL 辅助计算法

1. 运用 IF 函数计算个税

工 资 薪 金 个 税 的 简 易 计 算 公 式 为 ：应 纳 税 额 =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 适 用 税 率 - 速 算 扣 除 数，利 用 IF 函 数 进 行 操

作。在 个 人 所 得 税 该 栏 K2 中 应 设 置 的 公 式 为 ： K2=IF

（J2<=0,0,IF（J2<=1 500,H2*0.03-0,IF（J2<= 4 500,J2*0.1-

105 , IF（J2<= 9 000,J2*0.2-555,IF（J2<=35 000,J2*0.25-            

1 005,IF（J2<=55 000,J2*0.35-2 755,IF（J2<=80 000,J2*0.45-

13 505）））））））（如表 1 所示）。如果 J2<=0 时返回零 ；如果

J2>0, 则按嵌套的 IF 函数计算，正是工资薪金所属区间选择

计算的结果。

2. 利用 MAX 函数计算个税

根 据 个 税 计 算 公 式 应 纳 税 额 =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

适 用 税 率 - 速 算 扣 除 数，利 用 MAX 函 数 进 行 操 作。个

人 所 得 税 栏 K2 中 设 置 如 下 的 简 易 公 式 ：K2=MAX

（J2*{0 .03 ,0 .1 ,0 .2 ,0 .25 ,0 .3 ,0 .35 ,0 .45}-{0 ,105 ,555 ,1  005 ,          

2 755,5 505,13 505},0）。J2 是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0.03,0.1,

0.2,0.25,0.3,0.35,0.45} 表示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假设用 R 表

示 ；{0,105，555,1 005,2 755,5 505,13 505} 表示各级的速算

扣除数 , 假设用 A 表示，则可表示为 B= J2*R-A，而 MAX（B，

0）是为防止个人所得税为负数。根据排列组合的原理，B 有

49 个计算结果，取其中一个非负数的最大值即为工资薪金

的个人所得税金额，计算结果与表 1 相同。

二、年终奖个税多维度计算

根据国税发 [2005]9 号文件规定，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

性奖金可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

下办法计税 ：如果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

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将员工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

金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

算时不再扣除免征额（因为工资薪金已扣除）。计算公式为 ：

应纳税额＝年终奖金额 × 适用税率 - 速算扣除数 ；如果员

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应将

年终奖减除“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

后的余额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年终奖金额 - 当月工资薪金

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 适用税率 - 速算扣除数。由于

年终奖是单独作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计算个税，则可根据

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计算得到表 2 年终奖个税计算

依据。    

( 一 ) 简易计算法

年终奖的计算与工资薪金的计算的差别之处在于，年

终奖采用的是全额累计税率的方式，而工资薪金采用的则

是超额累进税率。例如某纳税人取得年终奖 36 000 元，假设

当月工资薪金高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将员工当月取

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年终奖金额 ×

适用税率 - 速算扣除数。因此依据表 2，其年终奖应纳个税

=36 000×10%-105=3 495( 元 )。

( 二 ) 利用 EXCEL 辅助计算法

年终奖个税的计算可以借助 EXCEL 工具，综合利用 IF

和 MAX 函数予以计算（如表 3 所示），可在 L2 年终奖个税中

设 置 如 下 计 算 公 式 ：L2=IF（H2<3 500,MAX（（（（H2+MAX

（M2,0)-3 500）/12>{0,1 500,4 500, 9 000,35 000,55 000,80 000}）

*{3,10,20,25,30,35,45}%）*（H2+MAX（M2,0）-3 500）-{0,

表1 工资个税计算表        单位 ：元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1 姓名
工资薪金

合计

个人缴交

养老保险

个人缴交

医疗保险

个人缴失

业保险

个人缴交

公积金

个人缴交“三

险一金”合计

应发工资

合计
免征额

全月应纳

税所得额

个人

所得税

实发工资

薪金

2 *** 12 000 960 240 120 960 2 280 9 720 3 500 6 220 689 9 031

表2 年终奖个税计算依据              单位 ：元

年终奖级数 年终奖的范围 税率 速算扣除数

1 （0,18 000] 3% 0

2 (18 000,54 000] 10% 105

3 (54 000,108 000] 20% 555

4 (108 000,420 000] 25% 1 005

5 (420 000,660 000] 30% 2 755

6 (660 000,960 000] 35% 5 505

7 (960 000,+ ∞ ) 45% 13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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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55,1 005,2 755,5 505,13 505}）,MAX（（（M2/12>{0,1 500,

4 500,9 000,35 000,55 000,80 000}）*{3,10,20,25,30,35,45}%）

*M2-{0,105,555,1 005,2 755,5 505,13 505}））。此 公 式 通 过

IF 函数分别设置年终奖的两种情况， MAX（M2,0）是确保年

终奖为非负数，其中的大于号表示逻辑判断，将（H2+MAX

（M2,0）-3 500）/12 的结果依次与 {0,1 500,4 500,9 000,35 000,

55 000,80 000} 各项数值进行比较，满足大于时返回 1，不

满 足 则 返 回 0。例 如，假 设（H2+MAX（M2,0）-3 500）/12

的 结 果 为 800，判 断 的 结 果 为 {1,0,0,0,0,0,0}，与 后 面 的

{3,10,20,25,30,35,45}% 相 乘，得 {3,0,0,0,0,0,0}%，此 时 仅

有 一 个 比 例 参 与 运 算，答 案 是 唯 一 值 ；假 设（H2+MAX

（M2,0）-3 500）/12 的 结 果 为 2 000， 判 断 的 结 果 为

{1,1,0,0,0,0,0}，相乘后得 {3,10,0,0,0,0,0}%，此时有两个比

例参与运算，即 {3,10}，答案并不唯一，因此这时用 MAX

函数取最大值，作为最终确定的值。依次类推，可以理解其

他年终奖的个税计算情形。

当然，计算年终奖个税的函数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此处

仅涉及在工资薪金设置的 IF 函数和 MAX 函数法基础上的

运用。显然这两种函数组合起来，公式简洁便于使用，但理

解难度加大了。

三、工资薪金与年终奖的组合筹划

鉴于工资薪金与年终奖的计算方法不同，在具体筹划

企业薪金的最优方案时，笔者查阅文献发现，对于不同的收

入区间年终奖的筹划最优方案是不同的（见表 4）。

基于 EXCEL 工具在工资薪金和年终奖个税计算中 IF

和 MAX 函数的运用，笔者认为在纳税人全年收入（假设只

包括工资薪金和年终奖）已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工资薪金

和年终奖的公式快速得到个人所得税金额。

例如 ：某纳税人年薪 180 000 元如何发放能使个税税负

最低呢？借助 EXCEL 工具（见表 5），在 B3 设置前面表述的

IF 或 MAX 公式，在 D3 中设置 IF 和 MAX 组合的公式，同时

在 A 列的工资设置级距，逐级测试即可直观得出该纳税人工

薪及年终奖的个税税负最低的发放方式（因篇幅所限 , 表 5

只列出部分数据）。

从企业薪金安排筹划模型（表 4）可知，年薪 18 000 元

属于第 5 个区域，最优方案为年终奖 54 000 元，工资薪金每

表3                                           年终奖个税计算                                                                     单位 ：元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1 姓名
工资

合计

个人缴交

养老保险

个人缴交

医疗保险

个人缴交

失业保险

个人缴交

公积金

个人缴交“三

险一金”合计

应发工

资合计
免征额

全月应纳

税所得额

工资薪金个

人所得税

实发

工资
年终奖

年终奖应纳

个人所得税

2 *** 12 000 960 240 120 960 2 280 9 720 3500 6 220 689 9 031 36 000 3 495

表4         企业薪金安排纳税筹划模型         单位 ：元

区域序号 职工全年薪酬总收入区间 纳税筹划最优方案

1 [0,42 000] 年终奖为 0

2 （42 000,60 000] 保证年工薪收入不低于 42 000

3 （60 000,78 000]
保证年工薪收入不低于
42 000 且不高于 18 000

4 （78 000,125 550] 年终奖为 18 000

5 （125 550,561 000] 年终奖为 54 000

6 （561 000,669 000] 年终奖为 108 000

7 （669 000,1 494 500] 年终奖为 420 000

8 (1 494 500,+ ∞ ) 年终奖为 660 000

注 ：上述年工资薪金收入为按月平均发放。

表5         工资薪金与年终奖组合纳税          单位 ：元
全年工资薪金及年终奖共18万元如何发放最节税？

1 A B C D E

2 工资薪金
工资薪金

应纳个税
年终奖

年终奖应

纳个税

应纳个税

合计

3 15 000 1 870 0 0 22 440

4 14 500 1 745 6 000 180 21 120

5 14 000 1 620 12 000 360 19 800

6 13 500 1 495 18 000 540 18 480

7 13 000 1 370 24 000 2 295 18 735

8 12 500 1 245 30 000 2 895 17 835

9 12 000 1 145 36 000 3 495 17 235

10 11 500 1 045 42 000 4 095 16 635

11 11 000 945 48 000 4 695 16 035

12 10 500 845 54 000 5 295 15 435

13 10 000 745 60 000 11 445 20 385

14 9 500 645 66 000 12 645 20 385

月发放 10 500 元。这也印证了利用 IF 和 MAX 函数法逐级测

试的结果 ：该例中年终奖 54 000 元、工资薪金每月 10 500

元时个税税负最低，为 15 435 元。

（本文是 2015 年广东省会 计学专业综 合改革 <14910> 和北方

国际大学联盟教育研究课题 < 20140308003>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财政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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