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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工资、薪金”所得和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导致不同

的工资、奖金组合对个人税后收益的影响不同。另外，全年一次性奖金特殊的计税方法可能导致“虽然增发了奖金但税后收

益减少”这种有违常理的后果出现。基于“税金增量最小化”原则的个人工资、奖金组合方案可以规避“税收陷阱”并使整体

税负最小化，从而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工资 奖金 收入增量 税金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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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税金增量最小化”的工资奖金纳税筹划

2009年 8月 1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明确个人所
得税若干政策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9］121号），其明
确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2002］629号）第一条有关“双薪制”的计税方法停止
执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而只是对个税

执行中的偏差做了明确规定。目前世界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

征收模式不尽相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取分类所得税制，

并根据个人所得的不同性质和特点，综合运用比例税率和累

进税率形式计税。其中，对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简称

“工资”）所得，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税。

一、累进税率的计税原理及工资、奖金计税方法的规定

1援“全累”和“超累”税率的计税原理。实行累进税率在累
进方法上可分为“全累”和“超累”。“全累”税率是指纳税人的

全部课税对象都按照与之相对应的那一级税率计算应纳税

额。“超累”税率是指把纳税人的全部课税对象按规定划分为

若干等级，每一等级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

额。“全累”和“超累”都是按照量能纳税的原则设计的，虽然

“全累”的累进程度比“超累”的累进程度高，而且在计算上“全

计入当期损益；盂属于其他原因导致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的同时，应当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假定在 A公司的初始投资日至追加投资日之间，B公司
由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净利润为 1 000万元，未派发现金股
利或利润。此外，B公司由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自用房地产转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等业务导致资本公积增加 500万元。
初始投资日即 2008年 1月 1日，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总额为 6 000万元，追加投资日即 2009年 1月 1日，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7 500万元，B 公司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1 500万元，其增加的原因有两个：
淤B公司在此期间获得的一部分净利润转为留存收益，从而
导致净资产增加；于其他原因导致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

上述资料中已经说明在 A公司的初始投资日至追加投
资日之间，B公司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净利润为 1 000
万元，未派发现金股利或利润。在此期间，A公司是按成本法
核算，由于 B公司没有派发现金股利，A公司也就没有确认
投资收益。追加投资后要按权益法进行追溯调整，即要确认

2008年的投资收益（按 10%计算）并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成
本。会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100；贷：盈余公积 10，利润

分配———未分配利润 90。
对于由其他原因引起的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的上升，按 10%的比例直接调整增加 A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和所有者权益。会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50；贷：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50。

如果上题其他条件不变，追加投资日改为 2009年 3月 1
日，当日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仍为 7 500万元，
从 2009年 1 月 1日至 2009 年 3月 1 日 B 公司实现净利润
150万元。A公司除做上述处理以外，还要确认 2009年对 B
公司的投资收益，借：长期股权投资 15；贷：投资收益 15。

三、小结

本文以增资引起的成本法转变为权益法为例，对长期股

权投资核算方法转换的思路进行了分析。虽然受篇幅所限，只

介绍了由于增资引起的成本法向权益法转换的会计处理，但

其他三种情况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基本是按照追溯调整法

的思路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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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也比“超累”简便，但由于在级距的临界点处，

“全累”会出现税额增长超过所得额增长的不合理

现象，因此各国在设计税制时尽量采用“超累”而避

免“全累”。

2援 工资与奖金所得的计税规定。
（1）工资与奖金的计税方法。我国“工资、薪金”

所得实行按月计征的办法。因此，工资、薪金所得以

个人每月收入额固定减除 2 000元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所得额，并适用 5% ~ 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
计算应纳税额。其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应纳税
所得额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
（2）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该方法为：纳

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

薪金所得计算纳税。自 2005年 1月 1日起按该计
税方法，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在一个纳税年度

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方法只允许采用一次。

淤如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
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先将雇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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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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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如
果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

除额的，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工资、

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按上述

办法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其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全年
一次性奖金原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
额的差额）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
（3）每月收入与全年一次性奖金所对应的税

率关系。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假定工资的月扣除标

准为 2 000元，并且在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当
月，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

除额。

现行“工资、薪金”所得的计税方法适用标准的

超额累进税率，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则类似

于全额累进税率。根据“全累”税率的计税原理可

知，若全年一次性奖金在级距的临界点处，会出现

税额增长超过所得额增长的不合理情况。

二、全年一次性奖金税后收益“倒流“区域的存

在及其规避

由于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是通过将雇员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 12
个月，按其商数确定的，因此公式可变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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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衣12伊适
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伊12+速算扣除数伊11。

由变换后的公式可知，全年一次性奖金是在月

平均工资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算的基础上加上相应

速算扣除数的 11倍。
假设 X（单位：元）为临界点的全年一次性奖金，X=6 000，24 000，

…，960 000，1 200 000；吟X为超过全年一次性奖金临界点的奖金增量，
则税金增量=吟X伊适用税率+（本级速算扣除数-上级速算扣除数）伊11。

其中，适用税率和本级速算扣除数是由（X+吟X）确定的。
令奖金增量等于税金增量时的吟X为平衡点增量，在吟X和（X+

吟X）之间的区域即为全年一次性奖金税后收益“倒流”区域，此时奖金
增量小于税金增量，意味着奖金的增加会使税后收益降低。

例如，当 X=24 000，X+吟X处于 24 000 耀 60 000元之间时，税金增
量为［吟X伊15%+（125-25）伊11］。

令吟X=吟X伊15%+（125-25）伊11，则吟X抑1 294.12，意味着全年一
次性奖金超过 24 000元这个临界点 1 294.12元以内时，也就是全年一
次性奖金在 24 000 耀25 294.12区间时，会出现税金增长超过收入增长的
不合理情形。

例如：当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24 000元时，应纳税额=2 4000伊10%原
25=2 375（元），税后收益=24 000-2 375=21 625（元）。

当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25 000元时，应纳税额=25 000伊15%原125=
3 625（元），税后收益=25 000-3 625=21 375（元）。

显然，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25 000元时的税后收益 21 375元要小于
全年一次性奖金为 24 000元时的税后收益 21 625元。这种结果显然有
违单位增发奖金的初衷，也是对个人收益的一种不合理的侵蚀。

通过把 X替换为不同的临界点数值，则可得到相应的吟X的范围，
由此可以得出表 1。单位在发放奖金时表中区间范围内的奖金数额是必
须规避的，否则会造成单位和个人的双重损失。

三、工资与奖金最佳组合方案分析

因为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资和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存在差

异，要想达到税后收益最大化，不是仅仅规避上述不合理的区间就可以

实现的。所以，在个人全年总的税前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对工资和

奖金进行合理分配，才能达到降低税负、增加收益的目标。如果以零收

入为起点，每增加一部分的收入其对应的税负增量最小，则总体税负也

一定是最低的。因此基于“税金增量最小化”原则确定的工资与奖金组

合方案即为最佳节税方案。

由于工资是按月计征所得税，而且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因此在只考

虑工资的情况下，平均发放工资可以避免由于某些月份收入过高而造

成的税金攀升。下文假定全年按 12个月平均发放工资。结合工资和奖金
计税税率档次变化的情况，对纳税人收入增量对税金增量的影响分析

1
2
3
4
5
6
7
8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6 000
24 000
60 000
240 000
480 000
720 000
960 000
1 200 000

0 ~ 305.56
0 ~ 1 294.12
0 ~ 3 437.50
0 ~ 14 666.67
0 ~ 31 428.57
0 ~ 50 769.23
0 ~ 73 333.33
0 ~ 100 000.00

超过6 000耀 6 305.56
超过24 000耀 25 294.12
超过60 000耀 63 437.50
超过240 000耀254 666.67
超过480 000耀511 428.57
超过720 000耀770 769.23
超过960 000耀1 033 333.33
超过1 200 000耀 1 300 000

25
125
375

1 375
3 375
6 375

10 375
15 375

序
号

奖金临界点
（元）

奖金增量不合理
区间（元）

奖金不合理区间（元）
税率
（%）

速算扣除
数（元）

表 1 税金增长超过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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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由于计算工资应纳税所得额时允许从每月收入中固

定扣除 2 000元，当纳税人年度总收入未超过 24 000元
时，应该选择按月发放工资，此时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

当年度总收入超过 24 000元，月工资超过 2 000耀2 500
元、全年一次奖金未超过 6 000元时，二者均适用 5%的税
率，此时超过的部分作为工资或奖金发放是没有区别的，

这种情况的总收入增幅=（2 500-2 000）伊12+6 000=12 000
（元）。

当年度总收入超过 36 000元，增加工资或奖金均会
使税率从 5%提升为 10%。由于奖金计税的特点———当税

率跳档时会使税金骤升，因此，首先应该选择增加工资。当

月工资超过 2 500 耀 4 000元时，税率保持为 10%，全年一
次性奖金则应保持6 000元不变，这样可以使奖金部分运
用 5%的低税率。这种情况的总收入增幅=（4 000-2 500）伊
12=18 000（元）。
当年度总收入超过 54 000元，超过的部分如果选择

按工资平均发放则适用 15%的税率，按奖金发放则适用
10%的税率，假定收入增量为吟X，因此两种方案的税金增
量分别是（吟X伊15%）和［吟X伊10%+（25-0）伊11］，因此两
个方案税金增量无差别点为：吟X=5 500。当收入增量低于
5 500元时，则增发工资缴纳的税金少于增发奖金缴纳的
税金；当收入增量高于 5 500 元时，则增发工资缴纳的税
金多于增发奖金缴纳的税金。因此年度总收入在超过 54 000
耀 59 500元之间时，全年一次性奖金仍应保持 6 000元不
变，其余部分按工资计算个人所得税。

当年度总收入超过 59 500元，则应该将增加的收入
以奖金的形式发放，此时奖金税率“跳档”。当全年一次

性奖金在超过 6 000 耀 24 000元时，适用税率提升为 10%。
为使总体税负最轻，工资部分应尽可能择低税率。但由于

（59 500-24 000）/12抑2 958.33，因此工资最高档税率维持
在 10%。如果工资与奖金二者均保持 10%的税率不变，则
月工资不能超过 4 000元，全年一次性奖金不低于 11 500
元（59 500-4 000伊12），总收入最高为 72 000 元（4 000伊
12+24 000）。因此，当总收入超过 59 500 耀 72 000元时，在
总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只要月工资在 2 958.33 耀 4 000元区
间、全年一次性奖金在 11 500耀24 000元的区间范围内，工
资与奖金的任意组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是没有区别的。

按照上述思路依次类推，经综合分析可以得出表 2。
四、对单位发放工资、奖金的建议

1援 月工资应尽量均衡。由于月工资适用超额累进税
率，如果各月工资波动较大，会造成部分工资适用较高税

率，从而导致整体税负偏高。科学的做法是尽量使各月工

资保持平均水平，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每月工资必须完全相

等，只要使每月工资适用的最高税率位于同一档次，即可

达到工资税负最小化的效果。另外，因为全年一次性奖金

的计税方法全年只允许使用一次，除此之外的半年奖、季

度奖等均要并入当月工资中计税，因此当某月工资骤升时

应该采取一定措施，比如将该项数额较大的工资增量在后续若

干月分摊，从而降低税负。

2援 全年一次性奖金与工资的合理组合。虽然全年一次性奖
金在临界点上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况，但决不能只发工资、不发奖

金。因为全年一次性奖金可以单独计算，意味着全年可以按 13
次计税，因此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低税负的效应。所以工资只

有与奖金科学搭配才是降低税负的最佳选择。对于人数较少的

单位，完全可以逐人按照表 2中的标准确定工资和奖金的最佳
组合方案。但如果单位职工人数较多，要使每个职工都达到理想

标准显然会增加成本。基于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应该根据各单

位薪酬水平的具体情况制定薪酬分配的总体方针，合理发放工

资和奖金，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按照前述原理应该在工资增加到一定程度时，选择搭配全

年一次性奖金。奖金的发放首先一定要规避税后收益“倒流”区

域，另外要关注税率“跳档”时机。为简化处理，可以在全年一次

性奖金的适用税率“跳档”时，使全年一次性奖金的数额最大化。

3援 维护纳税人权益，赋予纳税人适度选择权。国家提倡强化
纳税人的纳税意识，而意识的增强必须建立在普及税法的基础

上。个人所得税作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税种，应该作为普法的

突破口，在强调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应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个人所得税多实行代扣代缴制，但职工还是应该拥有一些

工资发放的自由选择权，尤其是在发放基本工资之外的一些额

外收入时，可以允许纳税人按照“税金增量最小化”的原则，选择

工资或奖金的发放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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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年度总收入（元）

不超过24 000
超过24 000耀 36 000
超过36 000耀 59 500
超过59 500耀 72 000
超过72 000耀 130 000
超过130 000耀 144 000
超过144 000耀 379 000
超过379 000耀 504 000
超过504 000耀 964 000
超过964 000耀 984 000
超过984 000耀 1 684 000
超过1 684 000耀2 274 000
超过2 274 000耀3 154 000
超过3 154 000

月工资份额（元）

年度总收入/12
超过2 000耀2 500
渊年度总收入-6 000冤/12
超过2 958.33耀 4 000
渊年度总收入-24 000冤/12
超过5 833.33耀 7 000
渊年度总收入-60 000冤/12
超过11 583.33耀22 000
渊年度总收入-240 000冤/12
超过40 333.33耀42 000
渊年度总收入-480 000冤/12
渊年度总收入-720 000冤/12
渊年度总收入-960 000冤/12
渊年度总收入-1 200 000冤/12

全年一次性
奖金份额（元）

0
不超过6 000
6 000
超过11 500耀24 000
24 000
超过46 000耀60 000
60 000
超过115 000耀240 000
240 000
超过460 000耀480 000
480 000
720 000
960 000
1 200 000

表 2 工资与奖金最低税负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