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阴窑62窑

行商品促销，商场经理拟定了四种促销方案：方案一：商品八

折销售；方案二：购物满 100 元赠送价值 20元的商品；方案

三：购物满 100元返还 20元的现金；方案四：购物满 100元送

20元加量，销售总价格不变。假定该商场商品毛利率为 30%，

适用的城建税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率为 3%，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25%。

基于现金流分析的税务筹划方案选择如下：

方案一：应纳增值税=80衣（1+17%）伊17%原70衣（1+17%）伊

17%=1.45（元）；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1.45伊（7%+3%）=

0.145（元）；应纳企业所得税越［（80原70）衣（1垣17%）原0.145］伊

25%=2.1（元）；税负总额=1.45+0.145+2.1=3.7（元）；企业净现

金流量=80原70原1.45原0.145原2.1=6.3（元）。

方案二：应纳增值税=100衣（1+17%）伊17%原70衣（1+17%）

伊17%原14衣（1+17%）伊17%=2.32（元）；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2.32伊（7%+3%）=0.232（元）；应交个人所得税=20伊5%=1

（元）；应纳企业所得税越［（100原70原14）衣（1垣17%）原0.232］伊

25%=3.36（元）；税负总额=2.32+0.232+1+3.36=6.9（元）；企业

净现金流量=100原70原14原2.32原1原0.232原3.36=9.1（元）。

方案三：应纳增值税=100衣（1+17%）伊17%原70衣（1+17%）

伊17%=4.36（元）；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4.36伊（7%+3%）=

0.436（元）；应交个人所得税=20伊5%=1（元）；应纳企业所得

税越［（100原70）衣（1垣17%）原0.436］伊25%=6.3（元）；税负总额=

4.36+0.436+1+6.3=12.1（元）；企业净现金流量=100原70原20原

4.36原0.436原1原6.3=-2.1（元）。

方案四：应纳增值税=100衣（1+17%）伊17%原70衣（1+17%）

伊17%原14衣（1+17%）伊17%=2.32（元）；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

加=2.32伊（7%+3%）=0.232（元）；应纳企业所得税越［（100原70原

14）衣（1垣17%）原0.232］伊25%=3.36（元）；税负总额=2.32+0.232+

3.36=5.9（元）；企业净现金流量=100原70原14原5.9=10.1（元）。

通过对上述四个方案的计算分析可知：方案一的税负最

轻，为 3.7元；方案四的企业净现金流量最大，为 10.1元。如果

仅从税负的角度考虑，最优方案为方案一。但是，企业税务筹

划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因此，应选择净现金流

量最大的方案，即方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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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的

年终奖纳税无效区间

【摘要】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税率区间、税率等级都做出调整后，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将引起新一番的讨论。本文探

讨了年终奖的“纳税无效区间”，并对年终奖的发放提出纳税筹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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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 3 500

元，并于今年 9月 1日起施行。重新公布的《个人所得税法》规

定：工资、薪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3 500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个人所得税法》将现行的工薪所得 9级超额

累进税率调整为 7级，第一级税率为 3%，取消了 15%和 40%

两档税率，并同时扩大了 5%和 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的内容。

此次公布的个税调整草案中，由于再次提高了个税起征

点，以及将现行工薪所得 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 7级，第一

级 5%的税率所适用的月应纳税所得额从原来的不超过 500

元扩大至 1 500元，而第二级 10%的税率所适用的月应纳税

所得额则从原来的 500 耀 2 000元扩大至 1 500 耀 4 500元，再

加上将原来 40%的税率应税所得额纳入到 45%税率这一档次

的调整，因此对于很多人而言都影响到其切身利益。不过，由

于个税起征点属于硬性规定范畴，能够帮助广大工薪族合理

节税避税的方式，就是合理安排个人的收入方式，由此又可以

展开新一轮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探讨。

一般来说，由于大部分工薪族的收入来源主要以工资薪

金收入为主，而这部分收入以后都将适用 7级超额累进税率，

因此如何巧妙地安排自己的收入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对于大

众而言，在收入结构中，纳税筹划也主要是从工资、薪金和年

终奖的角度来考虑。

一、工资、薪金的纳税筹划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纳税筹划的思路一般可以从四个

方面展开：淤将工资尽量安排在允许税前扣除额以下发放；

于提高职工福利水平，降低名义工资；盂采取推迟或提前的方

法，将各月工资收入大致拉平；榆纳税人通过在尽可能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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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分期领取劳动报酬。

二、年终奖的纳税筹划

1援 年终奖的“纳税无效区间”。2005年 1月 26日，国家税

务总局下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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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

终奖征收个人所得税办法进行了调整，即将雇员当月内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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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新起征点 3 500元，个人所得税税率如表 1

所示：

关于年终奖金的纳税，由于在应纳税所得额的临界点存

在税率跃升，可能导致多发一元奖金却要多缴几百甚至几千

几万元的个人所得税。在这些临界点附近存在一个所谓的“纳

税无效区间”，如应发奖金落在此区间内，将会导致实际税后

收入比按此区间下限计算的税后收入还要低的现象。“纳税无

效区间”有两个特点：一是相对无效区间减去 1元的年终奖金

额而言，税前收入增加税后收入不升反降或保持不变。二是各

区间的起点都是税率变化相应点。

按照调整后的个人所得税税法，年终奖的纳税无效区间

较原来也发生了变化。

2援 计算“纳税无效区间”。计算第一个区间的“下限”和

“上限”：

X1衣12=1 500 X1=18 000

查表得适用税率 3%，速算扣除数 0。

18 000-18 000伊3%=17 460

X2-（X2伊10%-105）=17 460

X2=19 283.33

这样得到第一个无效区间［18 001，19 283.33］。

举例计算如下：如果某人的年终奖为 18 000元，除以 12

后，得 1 500，适用税率为 3豫，速算扣除数为 0，根据计算公

式：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越18 000（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

奖金）伊3豫（适用税率）原0（速算扣除数），最后应纳税额为 540

元，税后收入为 17 460元。但是，如果其年终奖为 18 001元的

话，除以 12 后，商数略高于 1 500，适用税率就变为 10豫，速

算扣除数变为 105，应纳税额变成 1 695.1元，税后收入变为

16 305.9 元。由此，税前收入增加 1 元，税后收入反而下降

1 154.1元。

按照上述计算思路，假定发放年终奖时，当月工资、薪金

应纳税所得额大于零，通过计算不同数额的年终奖可以得到

表 2、表 3：

由表 2、表 3可以得到纳税无效区间表 4。二者奖金应发

额不同，适用税率不同，需缴纳的税款不同，税后金额却相同。

在当月工资、薪金应纳税所得额大于零的情况下，纳税人

应避免自身全年一次性奖金数额处于表 4各行奖金额 1至奖

金额 2所在的区间，即避免纳税无效区间。在每月工资、薪金

应纳税所得额小于零的情况下，纳税人应避免“当月取得全年

一次性奖金-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处于表 4各

行奖金 1和奖金 2两个数额之间。如果奖金额处于上述区间，

纳税人应考虑纳税筹划，可要求降低年终奖奖金数额至奖金

1，这样对纳税人和奖金发放单位最有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企业在确定个人年终奖金后，要看

其是否落在上述无效区间内。如是，则可以下调奖金至区间下

限，一方面可以减少公司费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员工的税

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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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

1

2

3

4

5

6

7

月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 500元的部分

超过1 500元至4 500元的部分

超过4 500元至9 500元的部分

超过9 500元至35 000元的部分

超过35 000元至55 000元的部分

超过55 000元至80 000元的部分

超过80 000元的部分

税率渊%冤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表 1

注院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越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原速

算扣除数=渊月收入额-3 500冤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遥

年终奖金额1

18 000

54 000

108 000

420 000

660 000

960 000

税率渊%冤

3

10

20

25

30

35

速算扣除数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税额

540

5 295

21 045

103 995

195 245

330 495

税后金额

17 460

48 705

86 955

316 005

464 755

629 505

表 2 金额单位院元

年终奖金额2

19 283.33

60 187.5

114 600

447 500

706 538.46

1 120 000

税率渊%冤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税额

1 823.33

11 482.5

27 645

131 495

241 783.46

490 495

税后金额

17 460

48 705

86 955

316 005

464 755

629 505

表 3 金额单位院元

年终奖金额1

18 000

54 000

108 000

420 000

660 000

960 000

年终奖金额2

19 283.33

60 187.5

114 600

447 500

706 538.46

1 120 000

表 4 金额单位院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