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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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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颁布，对个人

缴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以年收入一定的情况为前提，探讨如何进行工资与奖金的分配，以实现最优的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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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

象征收的一种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项目有：工资、薪金所得；

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

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

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偶然所得；经国

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这些项目分别适用不同

的费用减除规定、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税方法。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运用纳税人

的权利，通过对经营、投资和理财活动的安排进行的旨在降低

税负的谋划和对策。纳税筹划与偷逃税行为是截然不同的。随

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涉及缴纳个人

所得税的人越来越多，对个人征税的项目涉及十一个项目之

多，个人所得税的纳税筹划成为很多人关注的问题。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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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行政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向其员工发放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将不再按单独一个

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改为将员工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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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新规定的计算方法，全年一次性发放奖金可以使

个人的税负大大减轻。由于该方法是一种优惠算法，因此一年

只允许使用一次。下面举例说明一次性发放奖金可以少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情况。

（一）

案例 1：假定某人年收入 70 000 元，每月“四金”数额为

200元。

方案一：月工资 5 000元，奖金 10 000元一次性发放。

纳税额=12伊［（5 000-1 800）伊15%-125］+（10 000伊10%-

25）=5 235（元）

方案二：月工资 5 000 元，奖金 10 000 元分 12 次平均

发放。

纳税额=11伊［（5 000+10 000/12-1 800）伊15%-125］+

（5 000-1 800）伊15%-125+10 000/12伊10%-25=5 693.33（元）

由此可以看出，一次性发放全年奖金能够明显减轻个人

所得税税负。

（二）

据笔者了解，目前很多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在遵循国家规

章制度，年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工资与奖金分配组合对

纳税总额的影响。

现举例说明合理分配两者比例的重要性。为方便计算，假

设在原扣除标准 1 600元的基础上加上 200元的“四金”。

案例 2：假定某人年收入 130 000元，发放组合如以下两种：

方案一：月工资 5 833.33元，奖金 60 000元。

纳税额=12伊［（5 833.33-1 800）伊15%-125］+（60 000伊

15%-125）=14 634.994（元）

方案二：月工资 5 833元，奖金 60 004元。

纳税额=12伊［（5 833-1 800）伊15%-125］+（60 004伊20%-

375）=17 385.2（元）

案例 2中方案一明显优于方案二，方案二中的月工资只

比方案一少 0.33元，但是个人所得税则要多缴纳 2 750.206

元，这两种差别不大的分配方法造成的纳税负担差距如此之

大。由此可以看出，当总收入一定时，如何调整工资与奖金之

间的比例会对纳税产生异常重大的影响，这也是纳税筹划的

关键所在。

据笔者调查发现，很多企业在合理避税方面采取了多种

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应纳税额，但是从合理安排工

资与奖金的分配比例来看，并没有使纳税额降至最低，以至于

无形中让企业遭受损失。几分钱或几十元钱的区别往往引发

的纳税差额相差较大。因此，如果企业在纳税筹划方面没有意

识或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每年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将是超乎

想像的，尤其是对那些高收入阶层或职工人数较多的企业而

言，这种影响更大。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也是对这一问题

作更进一步研究的原因。

为什么案例 2中在总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差异不大的分

配方法会产生如此大的纳税差距。这是因为在两种分配方案

中，奖金数额虽然相差甚少，但是奖金为 60 000时所对应的

税率按照 5 000元（60 000/12）对应的税率来确定，为 15%，奖

金为 60 004元时所对应的税率按照 5 000.333元（60 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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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税率来确定，为 20%，所以造成了结果的巨大差距。

（三）

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企图寻求一种规则，遵循

这一规则在一定数额的年收入中分配工资与奖金（本文暂

不考虑任何支出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可以使缴纳的税额

最低。

令 B=年收入，B跃27 600元（因为如果年收入小于 27 600

元，不管把奖金数额定为多少，只要奖金一次性发放，就能使

所缴纳的所得税税额最低，所以在此不必进行讨论）；Y=应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设：X为一次性发放的奖金数额，0臆X臆B；月工资=（B-

X）/12；M1为月工资扣除费用的余额所对应的税率，C1为税

率M1对应的速算扣除数；M2为奖金除以 12的商数所确定

的适用税率，C2为税率M2对应的速算扣除数。

则 Y=12{［（B-X）/12-1 800］伊M1-C1}+M2伊X-C2

=（M2-M1）X+（B-21 600）M1-12伊C1-C2

在本假设中，只要 X的值确定，M1、M2、C1、C2都可以

根据税率表查出确定值。所以，在 X取一个确定值时，可以把

{（B-21 600）M1-12伊C1-C2}看成确定值。因此，所列方程就

是一个关于 X的一元一次方程。当 M2约M1时，此方程为递

减函数；当M2跃M1时，此方程为递增函数；当 M2=M1时，此

方程是一条平行于 X轴的直线。

根据税率表的纳税等级划分，当奖金数额在区间［0，B］

由小变大时，M2的值会由小变大，M1的值会由大变小。Y值

先递减再递增，因此一定会存在一个最小值，且这个最小值是

在M2臆M1的情况下取得的。由于这是一个实际运用问题，奖

金的变动引起工资的变动，随之引起两者对应的税率的变动，

在［0，B］这个区间内，要综合考虑两者的变动，将 X的取值在

［0，B］区间分段，在每段的两端分别是这一段函数的最大值

和最小值。通过分析可以得知，由于 B跃27 600，所以在实际工

作中只要X能够取到以下的区间：（0，6 000］，（6 000，24 000］，

（24 000，60 000］，（60 000，240 000］，（240 000，480 000］，

（480 000，720 000］，（720 000，960 000］，（960 000，1 200 000］，

（1 200 000，+肄）。虽然函数不一定在这些区间内是连续函

数，但是在这些区间的两端一定分别取得在该区间内的最大

值和最小值。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工资和奖金分配时，根

据年收入的多少，分别取这些区间的端点值为奖金数额计算

应缴纳的所得税，纳税额最少的那一组合就是最优组合。

现举一实例来验证前面的推导结果。

案例 3：假定某人年收入为 40 000元。

由于奖金数额的增减会影响到工资数额，而其所对应的

税率也在随之变动。因此综合考虑两者对应税率的变动，将区

间［0，40 000］划分成以下几个区间进行讨论。

淤当 0臆X臆6 000元时，奖金对应的税率M2=5%，工资

扣除费用后对应的税率M1=10%。

Y=12伊{［（40 000-X）/12-1 800］伊10%-25}+5%X

=-1/20X+1 540

这段函数是一递减函数，当X=6 000元时取最小值 1 240元。

于当 6 000约X约12 400时，奖金对应的税率M2=10%，工

资扣除费用后对应的税率M1=10%。

Y=12伊{［（40 000-X）/12-1 800］伊10%-25}+10%X-25

=1 515（元）

这段函数是一条线段，Y恒定为 1 515元。

盂当 12 400元臆X臆18 400元时，奖金对应的税率M2=

10%，工资扣除费用后对应的税率M1=5%。

Y=12伊［（40 000-X）/12-1 800］伊5%+10%X-25

=1/20X+895

这段函数是一递增函数，当 X=12 400元时取最小值为

1 515元。

榆当 18 400元约X臆24 000元时，奖金对应的税率 M2=

10%，工资扣除费用后对应的税率M1=0。

Y=10%X-25

这段函数是一递增函数，Y的最小值是在X无限趋近 18 400

元时取得。

虞当 24 000元约X臆40 000元时，奖金对应的税率 M2=

15%，工资扣除费用后对应的税率M1=0。

Y=15%X-125

这段函数是一递增函数，Y的最小值是在X无限趋近 24 000

元时取得。

综合考虑每一个分段函数，得出 X=6 000元时，Y取得

最小值 1 240 元。当把这些分段函数合起来可以看到，函数

在［0，6 000］上是一个减函数，在（6 000，24 000］上由一段平

行于 X轴的线段和一段增函数组成，在（24 000，40 000）上是

一个增函数。可以看出，在上述三个区间的端点分别取得该区

间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这一实例的结果与前面的推导结果相符。

所以根据前面的分析和计算笔者总结出了一个规则，遵

循这一规则，在年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不考虑任何支出以及其

他方面的因素，可以确定工资和奖金的最优组合。即根据年收

入的多少，分别取奖金等于 6 000元，24 000元，60 000元，240 000

元，480 000元，720 000元，960 000元，1 200 000元来计算应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前面的分析得知，如

果奖金所对应的税率大于每月工资所对应的税率时，这种组

合不用考虑），个人所得税最少的那一组所对应的工资与奖金

就是最优组合。

另外，在实际工作中当工资和奖金的组合最优时，工资额

一般都不是整数，不方便发放，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企业习惯将

工资往下降以凑成整数的方式发放，从文中的分析可以看出，

这样的方式不合理。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工资往上调凑整，这时

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和最优时差距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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