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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越来越多的单位采用年薪制或绩效工资制来激励

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论采用这两种工资制的哪一种，都涉及

到年终兑现奖励时，由于金额较大而导致员工的个人所得税

负担急剧加重的问题。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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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的单位，个人取得年终兑现的

年薪和绩效工资按照全年取得一次性奖金的计算方法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按照这一文件的精神，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应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先除以12个

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然后计算缴纳个人

所得税，适用公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

金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

我们对这一税额计算公式进行适当变形，就可以得出导

致年终奖金税负加重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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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行年薪制或绩效工资制时，如果不能合理分配每月基本薪金与年终兑现奖金的分配比例，就容易造成员工

个人所得税税负加重。对每月基本薪金与年终兑现奖金的确定，涉及到复杂的数学推导，不易于普通财务人员掌握操作。本

文利用Excel中的规划求解功能，建立规划求解模型，能够方便、快速、准确地进行每月基本薪金与年终奖金的合理分配，实

现员工个人所得税税负减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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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延收益法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可能导致一些企业的收

入和利润被扭曲，造成会计报表有关项目的比例关系和财务

比率之间缺乏可比性，从而容易使会计信息使用者产生误解。

二是把收入人为分为两部分，造成企业所得税的延迟支付，为

企业操纵利润提供了空间。三是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和配比原

则，容易造成会计人员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原则理解的

混乱。

三、增量成本法与递延收益法的比较

增量成本法与递延收益法均为国外企业常用的两种方

法。其有相似之处，比如两种方法在客户兑换消费积分时，主

营业务收入的期末余额是相同的。若客户在规定时间不兑换

消费积分，主营业务收入的期末余额也是相同的。但是两种方

法在初始取得收入时确认的收入金额不一样，这是两方法的

最大区别。具体来说，增量成本法在初始取得收款或应付款时

全部确认为收入，而递延收益法则把收到的顾客付款看成两

部分：一部分是由该交易引起的收入，另一部分是奖励消费积

分引起的收入。当这项交易完成时，企业仅确认前一部分收

入，而把另一部分收入予以递延，直到顾客兑换奖励积分时，

企业才确认被递延的收入。

两种方法下收入确认金额之所以不同，笔者认为是使用

者对收入的理解不同所致。赞同或使用增量成本法的人认为，

在初始取得收入款项时，只要企业提供了产品或劳务（不含后

来奖励的产品或劳务），就可以初始全部确认为收益。因为风

险已经转移了，今后顾客是否进行积分消费，都不会影响收益

的确认。而使用递延收益法的人则认为，不能一次性全部确认

为收入，因为收益风险没有全部转移，要分期确认。

到底能否全部一次性确认为收入呢？风险到底在初始交

易时有没有转移？笔者认为，不管客户有没有享受消费积分带

来的实惠，企业都可以确认收入，因为其符合收入的确认条

件。比如上述提到的航空公司的消费积分计划，只要航空公司

提供了 10 000里的飞行服务，满足了客户的需求，服务或产

品没出什么质量问题，企业就可以初始确认全部收入。另外，

笔者联想到企业现金折扣的账务处理。对于现金折扣，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使用总价法进行核算。企业收到顾客支付的价款

时，全部作为收入处理，以后顾客使用或享受现金折扣时，折

扣部分作为财务费用处理，同时减少应收账款的金额。笔者认

为，消费积分的增量成本法和现金折扣的总价法比较相似，可

以仿效处理。因此，笔者比较赞同使用增量成本法，希望这一

方法能在我国的企业中得到大力的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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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额越兑现的奖金金额衣12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

数+兑现的奖金金额衣12伊11伊适用税率

从这个变形的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年终兑现的奖

金金额是先除以12来确定适用税率的，但是只扣除了1个月的

速算扣除数，也就是说，整个奖金金额实际上只有1个月适用

了超额累进税率，另外11个月适用的是全额累进税率，从而导

致纳税负担的加重。

因此，如果不能对每月基本薪金与年终兑现奖金进行合

理分配，那么必然会使员工全年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增加。

二、问题解决的途径

1. 解决问题的实质。要让年薪制或绩效工资制下员工全

年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最轻，就应该让员工每月的基本月薪与

年终兑现的奖金，都尽可能地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表中的低税

率。但如何对二者进行合理配搭，不少文章从数学原理的角度

出发，对这一分配比例进行了复杂的数学推导，建立了数学模

型。财务人员可以将预先测算出的某位员工的全年合计收入

数（每月基薪伊12+年终兑现奖金）导入到模型中进行计算，最

终得到每月基薪与年终兑现奖金金额的分配数。但是，由于这

些数学模型都较为专业，普通财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能

很好地使用。

其实，在预先知道全年收入数的前提下，对每月基本薪金

与年终兑现奖金如何进行分配，以达到全年税负最小，本质上

就是一个线性规划的问题。虽然，我们财务人员以及普通员工

并不是都具有这样的数学知识与能力，但是，我们经常使用的

Excel电子表格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规划求解”的功能，可

以方便地让我们解决此类问题。

2. 建立Excel模型。

（1）模型建立的前提。Excel虽然提供了“规划求解”功能，

但这一功能并不是Excel的默认安装项。因此，我们要建立规

划求解模型，首先需要安装该功能项。其步骤是：

第一步：在打开的Excel工具簿中，点击“工具”菜单项，然

后点击“加载宏”。

第二步：在弹出的“加载宏”窗口中，选择“规划求解”项，

如图1所示：

第三步：点击“确定”按钮，返回Excel工作簿，此时再点击

“工具”菜单，会发现菜单项中已经有了“规划求解”。

（2）建立基本数据区。

第一步：根据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在工作表1中建

立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表，并将工作表1的标签改为“个人所得

税税率表”，如图2所示：

第二步：在工作表2中建立规划求解的基本数据区，如图3

所示：

第三步：在基本数据区中对应的单元格中，输入公式：

B3单元格：=（$B$2-$D$3）/12

B4单元格：3 500

B5单元格：=IF（$B$3-$B$4<=0，0，$B$3-$B$4）

B6单元格：=IF（$B$5=0，0，VLOOKUP（$B$5，个人所得

税税率表！$C$2：$D$8，2））

B7单元格：=IF（$B$5=0，0，VLOOKUP（$B$5，个人所得

税税率表！$C$2：$E$8，3））

B8单元格：=$B$5鄢$B$6/100-$B$7

C4单元格：=$D$3/12

C5单元格：=IF（$B$3<$B$4，$D$3-ABS（$B$3-$B$4），

$D$3）

C6单元格：=IF（$D$4=0，0，VLOOKUP（$D$4，个人所得

税税率表！$C$2：$D$8，2））图 1 加载“规划求解”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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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 500元的

超过1 500元 耀 4 500元的部分

超过4 500元 耀 9 000元的部分

超过9 000元 耀 35 000元的部分

超过35 00元耀 55 000元的部分

超过55 000元耀 80 000元的部分

超过80 000元以上的部分

C

征税起点

0

1 500.01

4 500.01

9 000.01

35 000.01

55 000.01

80 000.01

D

税率
%

3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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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45

E

速算
扣除算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图 2 七级超额累进税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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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全年合计收入

预计月工资

免征额

应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月应纳个税额

C

预计年终奖

月分摊额

应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年终奖应纳个税额

D

图 3 规划求解模型基本数据区

B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个人所得税月工资与年终奖金分配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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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单元格：=IF（$D$6=0，0，VLOOKUP（$D$4，个人所得

税税率表！$C$2：$E$8，3））

C8单元格：=$D$5鄢$D$6/100-$D$7

C10单元格：=$B$8鄢12+$D$8

其中，C5单元格的公式，是根据国税发［2005］9号文件中

对每月工资没有超过免征额时，年终一次性奖金计算个人所

得税的规定而设置的。对于工资额适用的税率与速算扣除数，

使用了VLOOKUP函数进行查找，该函数的具体介绍可以参

阅Excel自带的帮助说明。

（3）设置规划求解参数。基本数据区建立完成后，点击“工

具”菜单，选择“规划求解”，在弹出的“规划求解参数”窗口中，

设置相应的求解参数与条件，具体如图4所示：

参数解释：

淤该模型的设计目标是让全年纳税负担最小，也就是让

C10单元格的数值最小，因此，目标单位格设定为C10单元格，

其值选择为最小值。

于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定年终兑现的奖金额是可变的，

而每月工资则根据确定后的年终奖额度相应发生变化，因此，

可变单元格设为D3。

盂我们进行月工资与年终奖分配时，要求月工资不能为

负（B3逸0），年终奖额度最好为整数（D3越整数），并且也不能

为负数（D3逸0），这三个要求构成求解约束条件。

至此，每月工资与年终奖合理搭配的规划求解模型建立

完成。

三、模型的使用

假设单位某位员工，预计2013年全年收入将达到578 600

元。基于纳税筹划需要在经济事项发生以前进行规划的原则，

为了让其2013年的个人所得税负担最小，财务人员就应该在

2013年初对其全年收入进行合理划分。

第一步：在设置好的模型基本数据区的B2单元格输入预

计的全年合计收入：578 600。

第二步：点击“工具”菜单，选择“规划求解”，弹出“规划求

解参数”窗口，将显示出我们已经设置好的相关参数，然后点

击“求解”按钮，系统将自动进行计算。

第三步：系统计算完毕后，弹出“规划求解结果”窗口，如

图5所示：

第四步：点击“确定”按钮，返回模型工作表，此时的数据

区相应单元格中已经填入了求解后得到的最优分配结果，如

图6所示：

因此，该名员工在2013年的每月工资与年终兑现的奖金，

就可按上述分配结果进行发放，可使其负担的个人所得税最

少。如果要进行其他员工收入分配测算，则只需要在B2单元

格中输入新的收入金额，并清空预计年终奖D3单元格的数

据，然后重复上述的第二至第四步，就可得到解出的最优分配

结果。

四、结论

该模型利用最常用的Excel电子表格，充分发掘其内在功

能，使财务人员不用再进行复杂的数学模型推演，就可以进行

相应的收入筹划安排，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对大量员工的收入

进行分析、安排，从而实现节税的目的，而整个操作过程简单、

方便、快捷，分析结果准确。即使是不懂个人所得税计算的普

通员工，也可以利用这个模型，对自己的收入进行合理划分，

减轻税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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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规划求解参数设置

规划求解参数

设置目标单元格（E）：

等于： 最大值（M） 最小值（N） 值为（V） 0

可变单元格（B）：

$D$3

约束（U）：

推测（G）

添加（A）

更改（C）

删除（D）

求解（S）

关闭

选项（O）

全部重设（R）

帮助（H）

$C$10

$B$3跃=0
$D$3=整数
$D$3跃=0

规划求解结果

规划求解找到一解，可满足所有的约束及最优
状况。 报告（R）

运算结果报告
敏感性报告
极限值报告

保存规划求解结果（K）

恢复为原值（O）

确定 取消 保存方案（S）... 帮助（H）

图 5 规划求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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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预计全年合计收入

预计月工资

免征额

应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月应纳个税额

B

578 600

39 216.666 67

3 500

35 716.666 67

30

2 755

7 960

图 6 规划求解得到的最优分配结果

全年应纳个人所得税合计

C

预计年终奖

月分摊额

应税所得额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年终奖应纳个税额

116 565

个人所得税月工资与年终奖金分配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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