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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7日，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103号，以下简称《通知》），

规定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实施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

所得税递延纳税新政策。有相关研究指出，该政策出台

后，年金参保者均可享受递延纳税的好处，相当一部分参

保者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但这些研

究都没有进行具体的量化分析。本文通过在Excel中建立

基于《通知》的年金个人所得税测算模型，以上海某企业

为例，对年金个税新政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

一、年金个人所得税测算模型建立的基本思路

1. 根据《通知》，确定影响年金个人所得税的五个因

素，即：月工资总额、个人月缴纳的年金、企业月缴纳的年

金、个人缴纳年金的年数、个人退休后领取年金的期数。

2. 鉴于这五个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年金的个税税负，

我们可以把这五个因素都设置成滑竿拉动。这样，每滑动

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就成为可变量，而其他四个因素是定

量，我们可观察到该因素改变对年金个税的影响。

二、年金个人所得税测算模型的建立

1. 测算月个人所

得税。建立年金个税测

算表，如表 1。表 1中月

工资、月个人年金及月

企业年金是可变的，将

其设置成可以用滑竿

连续拉动。用右键单击

滑竿控件，设置控件格式，分别把工资变动、个人

年金变动及企业年金变动的滑竿链接到$B$5、
$C$5、$E$5，并设定好三者的变动范围，即工资

变动范围为 0 ~ 30 000元、个人年金变动范围为

0 ~ 4 000元、企业年金变动范围为0 ~ 4 000元。

《通知》中规定个人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缴付的年

金个人缴费部分，在不超过本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的 4%
标准内的部分，暂从个人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企

业年金个人缴费工资计税基数（以下简称“缴费基数”）为

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月平均工资按国家统计局规

定列入工资总额统计的项目计算。月平均工资超过职工

工作地所在设区城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0%以上

的部分，不计入缴费基数。这个概念对社保和公积金也是

适用的，因此针对年金、社保和公积金统一设立缴费基

数。取F25等于上海2012年平均工资的300%为14 076元。

令C5=IF（B5<F25，B5，F25），表示缴费基数。D5表示年金

个人缴费部分。这里假设职工的工资一直不变，则职工上

年的平均工资就是职工当月的工资。E5表示个人年金可

以在个人所得税前的扣除额，E5=IF（D5<C5∗0.04，D5,
C5∗0.04）。F5表示企业年金。剩下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都按照缴费基数的规定比例设

置。然后把C列及G~K列加以隐藏。

2. 计算工作时间个税合计和年金合计。继续在L列后

面增加M、N、O列分别表示工作年限、工作时间个税合计

及年金合计。得到表2。

包家龙

（上海中虹〈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200080）

【摘要】根据财税［2013］103号文件《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政策，本文建

立了年金个人所得税测算的Excel模型，动态量化分析了个人年金缴纳、退休后年金领取年限等因素变化的具体影响。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年金 缴费基数 滑竿

关于年金的Excel个人所得税测算模型

表 1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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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中设置工作年限M5为滑竿变量，变动范围为0 ~
40年。N5表示工作时间的个税合计：N5=L5∗M5∗12。O5
表示个人到退休时的年金合计数：O5=（D5+F5）∗12∗M5。

3. 设置退休后的年金领取方案，计算退休后领取年

金需缴纳的个税及人生全部缴纳个税合计。

按照《通知》，退休后的年金领取方案可分为三种：

①退休后一次性领取年金。②因出境定居而一次性领取

的年金个人账户资金，或个人死亡后，其指定的受益人或

法定继承人一次性领取的年金，这时候的年金个税按照

12个月分摊。③个人按照一定的年限领取年金。根据这三

种年金领取方案，继续设置表格如表3。
设置退休后领取的年限P9为滑竿变量，变动范围为

0 ~ 20年，分别计算出三种方案所对应的月应税所得额、

月个人所得税、退休后个税合计，最后再汇总计算出一生

中总共缴纳的个税总额。其中退休后一次性领取的方案

可以视同把年金在一个月内取出，所以方案一的月个人

所得税和退休后年金个税合计是相当的。方案二按照 12
个月分摊，退休后的年金个税合计 S7=12∗R7。方案三退

休后年金个税合计等于月个人所得税乘以对应领取的年

金的月数。S9=R9∗P9∗12。最后算出三种方案所对应的人

生全部缴纳个税合计分别是：T5=N5+S5、T7=N7+S7、
T9=N9+S9。

4. 年金个税测算模型。隐藏Q与R两列，得到完整年

金个税测算模型，如表4所示。

三、应用年金个税测算模型对本次年金个税新政的

影响进行定量分析

代入某企业员工甲的数据进行分析，设甲在该企业

的工作年限为25年，甲月收入15 830元，原先个人和公司

年金的缴费比例都是月工资的9.76%，也就是1 545元。现

根据《通知》规定的年金个税新政进行分析如下：

1. 退休后领取年金年限的变化对缴纳个税的影响。

从表 5可以看到，退休后年金领取方式对个税的影响，一

次拿完、分12个月拿完以及5年拿完，随着退休领取年限

的增加，个税递减的效果明显。但随后领取年限继续增

加，对应个税递减的效果逐步减弱。分 10年领取和分 20
年领取对缴纳个税的影响不大。

2. 个人缴纳年金的变化对个税的影响。因为个人缴

纳年金是出自个人意愿，缴纳的弹性较大，这里进行重点

分析。如果该员工想要获得最佳的节税效果，则继续选择

交1 545元的个人年金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拉动个人年金变动的滑

竿，让员工甲的个人年金部

分从 0 元开始往 4 000 元连

续变动。可以发现个人年金

为 0的时候，按照方案一：员

工甲总共个税合计为63.2万
元；按照方案二：员工甲总共

个税合计为53.19万元；按照

方案三：员工甲总共个税合

计为45.75万元。随着个人年

表 4

表 3

退休后领取年金年限

一次拿完

12个月拿完

5年拿完

10年拿完

20年拿完

预计人生交纳个税总计

79.8万元

64万元

51.5万元

43.4万元

39.9万元

表 5 员工甲年金年限变化个税影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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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增加，按照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总共个税合计都是不

断增加。而方案三的总共个税合计先逐步减少，当个人年

金达到563元时，总共个税合计减少到最小值44.75万元，

然后随着个人年金部分的增加总共个税合计逐步增加。

查年金个税测算表可以看到563元就是缴费基数的4%。

接着笔者分别测算了员工月收入在11 000元、10 000
元、9 000元、8 000元、6 000元，企业年金按照规定的比例

（9.76%），工作年限为25年，退休后领取年限为5年的情况

下个人年金交纳的变化所对应的个税纳税情况。笔者发

现有这样的规律：方案一和方案二都是随着个人年金的

增加对应的个税不断增加。方案三则都是先减少，然后个

人年金部分达到计税基数的 4%左右的时候，个税达到最

低。经过分析可以发现，根据《通知》规定，个人年金高于

缴税基数 4%会产生重复征税。可见，在年金个税的新政

下，个人年金缴纳在计税基数的 4%以内才能有递延纳税

和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的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退休以后领取年限在1 ~ 3年内，个

税一般都是随着个人年金的不断增加而增加，但是从第

五年开始就会呈现先减少再增加的局面。可见，年金个税

的纳税筹划与退休后领取的时间有关。如果退休后一年

就想领取自己全部年金，则个人年金交得越少越好。但是

从退休以后分五年领取开始，则是按照略小于或等于缴

税基数的 4%来交纳个人年金所对应交纳的个税最少了。

因此，真正要让交纳个人年金起到降低个税税负的效果，

则最好退休以后至少要分五年来领取年金。

四、本模型的不足之处

第一，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工资的自然增长。

第二，只是抽取了一部分工资收入进行了测算，并作

了经验分析，没有给出个人年金税收筹划的准确规律。不

过对于每个企业来说，只要把员工的相关数据输入到本

Excel模型中，是能够得到该员工的最优年金缴纳方案的。

第三，没有考虑到年终奖对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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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工记账的传统记账理论

在传统的手工记账凭证的选择中，主要的填制凭证

的原则如下表所示：

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处理经济业务时的凭证选择

主要有以下五种情况：①在经济业务发生的时候，需要借

记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时，这时我们所要选择的凭证类

型就是收款凭证。②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需要贷记库存

现金和银行存款时，这时我们所要选择的凭证类型就是

付款凭证。③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需要制作的凭证无论

是贷方还是借方都不出现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时，这时

我们所要选择的凭证类型就是转账凭证。④根据发生的

经济业务，需要制作的凭证的借方不仅有库存现金和银

行存款也有其他的会计科目，这时我们所要选择的凭证

类型就是收款凭证和转账凭证。⑤根据发生的经济业务，

需要制作的凭证的贷方不仅有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也有

与用友ERP对应的手工凭证格式设计

刘艳妮

（陕西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手工记账凭证格式在平时的记账中还可以进行一步完善。笔者在参考用友ERP记账的基础上对手工

记账凭证格式加以改进，从而使得手工账和电脑账相互结合，最终使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更加整体化、合理化。

【关键词】用友ERP 手工记账 会计科目 记账凭证

类别名称

收款凭证

付款凭证

转账凭证

限制类型

借方只有

贷方只有

凭证必无

限制科目

1001 100201 100202

1001 100201 100202

1001 100201 1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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