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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速算与无抵扣计算法

李 雷 刘 云

渊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冤

一、个人所得税代付法

个人所得税支付存在代付税现象，即个人从单位获得的

所得为不含税所得，个人所得税由用工单位代为支付。这时，

我们如果只根据含税所得下的税率区间界定计算应纳个人所

得税，无疑是少算了所得额，也即少计征了个人所得税。为便

于代付税条件下个人所得税的计缴，本文推导出了不含税所

得额级数区间，使个人所得税的计征方法更臻完善。

设含税所得额为 A元，不含税所得额为 B元，税率为 i，

速算扣除数为 K元，应纳个人所得税额为 C元，则有：

Ai-k=C （1）

A-C=B （2）
嗓
得到：

C= Bi-K
1-i

（3）

B=K+（1-i）伊A （4）

淤当 0约A臆1 500时：B=K垣（1-i）伊A=0垣（1原3%）伊150=

1 455；于当 1 500约A臆4 500 时：B=K垣（1-i）伊A=105垣（1原

10%）伊4 500=4 155；盂当 4 500约A臆9 000时：B=K垣（1-i）伊

A=555垣（1原20%）伊9 000=7 755；榆当 9 000约A臆35 000时：

B=K垣（1-i）伊A=1 005垣（1原25%）伊35 000=27 255；虞当 35 000约

A臆55 000 时：B=K垣（1-i）伊A=2 755垣（1原30%）伊55 000=

41 255；愚当 55 000约A臆80 000时：B=K垣（1-i）伊A=5 505垣

（1原35%）伊80 000=57 505。

由此可得到工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所得税含税与不含税区

间，见表 1。

同理可算出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

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的含税与不含税区间，见表 2。

例 1：某高级工程师与用工单位约定的劳动用工报酬为

每月薪酬不含税净得 30 000元，个人所得税由用工单位代

付，即用工单位除支付给其 30 000元外，还要支付给税务部

门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其计算方法如下：

方法一：先将不含税所得转化为含税所得，根据公式（4）

得：

A= B-K
1-i

（5）

B=30 000元，查表 1得：不含税区间为 5级数，所以适用

税率为 30%，代入公式（5）：

含税所得=（不含税所得原速算扣除数）/（1原适用税率）=

（30 000原2 755）衣（1原30%）抑38 921.43（元）

根据表 1知，在 5级数。代入公式（1）：

应纳所得税额=38 921.43伊30%原2 755=8 921.43（元）

方法二：用公式（5）求出含税所得后，根据含税所得与不

含税所得之间关系，将数据代入公式（2），求得：

C=A原B=38 921.43原30 000=8 921.43（元）

方法三：直接将数据代入公式（3），再根据不含税区间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求解：

C= Bi-K
1-i

= 30 000伊30%-2 755
1-30%

抑8 921.43（元）

可见，用工单位除支付给该高级工程师每月净得 30 000

元外，还要支付给税务部门相应的个人所得税 8 921.43元。本

例若误将不含税区间当做含税区间，将级数定为 4级，其计算

结果必然是错误的。上述方法三较为简便，一步到位。

二、个人所得税无抵扣计算法

个人所得税无抵扣计算是以未扣除相关费用的个人工薪

收入为依据，直接代入计算公式的一种方法。考虑到各地区、

单位之间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不同，本文仅就扣除 3 500

级
数

1

2

3

4

5

全年应纳税所得额A渊元冤

在0约A臆15 000时

在15 000约A臆30 000时

在30 000约A臆60 000时

在60 000约A臆100 000时

在100 000约A时

全年不含税所得额B

在0约B臆14 250时

在14 250约B臆27 750时

在27 750约B臆51 750时

在51 750约B臆79 750时

在79 750约B时

税率
渊%冤

5

10

20

30

35

速算扣除
数渊元冤

0

750

3 750

9 750

14 750

表 2 个人所得税含税与不含税区间税率表

级
数

1

2

3

4

5

6

7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A渊元冤

在0约A臆1 500时

在1 500约A臆4 500时

在4 500约A臆9 000时

在9 000约A臆35 000时

在35 000约A臆55 000时

在55 000约A臆80 000时

在80 000约A时

全月不含税所得额B

在0约B臆1 455时

在1 455约B臆4 155时

在4 155约B臆7 755时

在7 755约B臆27 255时

在27 255约B臆41 255时

在41 255约B臆57 505时

在57 505约B时

税率
渊%冤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
数渊元冤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表 1 个人所得税含税与不含税区间税率表

窑25窑阴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

元费用标准和由个人分别按 7%、6%、1%、1%的比率扣除养老

保险、住房基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情况下的无抵扣法，推导

出个人所得税无抵扣计算表。纳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直

接将工资薪金代入公式计算出应纳税额。

1. 含 3 500元条件下的无抵扣速算法。个人所得税无抵

扣计算，即将个人所得税计算项目中减除金额不预先减除，而

是将个人所得额直接代入公式计算，减除金额只是在应纳税所

得额适用税率的区间中体现。

如：原工薪个人所得税扣除 3 500元（假定该纳税人没有

其他法定扣除项目）后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1级区间为“不超过

1 500元的”，采用无抵扣计算法的 1级区间为“超过 3 500元

至 5 000元的部分”（或记为：3 500<X臆5 000），其无抵扣 7级

累进税率计算表推导如下：

设应纳税所得额为 X元，淤当 3 500<X臆5 000时，应纳

所得税额=（X原3 500）伊3%=X伊3%原105；于当 5 000<X臆8 000

时，应纳所得税额=（5 000原3 500）伊3%垣（X原5 000）伊10%=X伊

10%原455；盂当 8 000<X臆12 500时,应纳所得税额=45垣（8 000原

5 000）伊10%垣（X原8 000）伊20%=X伊20%原1 255；榆当 12 500<

X臆38 500时，应纳所得税额=1 245垣（X原12 500）伊25%=X伊

20%原1 880；虞当 38 500<X臆58 500时，应纳所得税额=1 245垣

（38 500原12 500）伊25%垣（X原38 500）伊30%=X伊20%原3 805；

愚当 58 500<X臆83 500时，应纳所得税额=7 745垣（58 500原

38 500）伊30%垣（X原58 500）伊35%=X伊35%原6 730；舆当 83 500<

X时，应纳所得税额=13745垣（83500原58500）伊35%+（X原58500）

伊45%=X伊45%原15 080。

由此，得到如表 3所示的含 3 500元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

税无抵扣速算表。

2. 含 3 500元和“三险一金”条件下的无抵扣速算法。工

薪个人所得税的计算除可扣除法定的 3 500元费用以外，还

可以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的有“三险一金”，即养老保险、住

房公积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常见的扣除比例分别为工薪

收入的 7%、6%、1%、1%；有的地区住房公积金的比例占个人

工薪收入的 12%，其他项目允许扣除的比例也有提高幅度，但

这要求企业效益好，企业须配以等额的补贴，故多数单位不

接受。

目前“三险一金”占工资总额的 15%为大多数企业所接

受，故本文以这一标准进行测算（也有的单位规定为“四险一

金”，比“三险一金”多了一项工伤保险；还有的单位规定为“五

险一金”，即在“四险一金”基础上加生育保险。但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一般由单位交）。

设工薪收入总额为 y元，c为应纳税额，则：淤在不含抵

扣区间 0<X臆1 500 时，c=（y原3 500原15%y）伊3%=2.55%y原

105。当 C=0时，y抑4 117.65。于在不含抵扣区间 1 500<X臆

4 500时，y原3 500原15%y=1 500，y抑5 882.35。

……

根据以上方法，同理可以推导出，y在 x为 4 500、9 000、

35 000、55 000、80 000元的区间时，盂至舆的含费用区间的

临界值分别为 9 411.76、14 705.88、45 294.12、68 823.53 和

98 235.29元。

由此得到工资薪金含 3 500元和“三险一金”情况下无抵

扣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速算表。

上表表明，在纳税人的月收入未扣除 3 500元和“三险一

金”的条件下，当收入超过 4 117.65元时，就要缴纳个人所得

税。全月含 3 500元、“三险一金”的未抵扣收入 Y的计算中未

直接计算含税收入的速算扣除额，因为扣除费用数中含有相

对工薪收入的比，故速算扣除数无固定值，只有适用税率的相

对区间的临界值和还原为不含税所得（即应纳税所得额）后才

有固定的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额 C=（0.85y原3 500）伊适用税率原速算扣除数

下面运用无抵扣工薪个人所得税速算表计算个人所得税。

例 2：某人月薪收入为 10 000元，试计算其应纳个人所得

税。“三险一金”扣除比例为 15%。

方法一：根据表 4，适用第 3级，则有：

应纳所得税额=（10 000伊0.85原3 500）伊20%原555=445（元）

方法二：使用 7级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所得额=10 000原

3 500原10 000伊15%=5 000（元），应纳税额=1 500伊3%垣3 000伊

10%垣500伊20%=445（元）。

方法三：根据表 1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10 000原3 500原

10 000伊15%=5 000（元），应纳所得税额=5 000伊20%原555=445

（元）。

三种方法计算结果完全一致，但用无抵扣计算方法显然容

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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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数

1

2

3

4

5

6

7

全月无3 500元抵扣的含税收入X

3 500<X臆5 000

5 000<X臆8 000

8 000<X臆12 500

12 500<X臆38 500

38 500<X臆58 500

58 500<X臆83 500

83 500<X

税率渊%冤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渊元冤

105

455

1 255

1 880

3 805

6 730

15 080

表 3 含 3 500元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无抵扣速算表

级数

1

2

3

4

5

6

7

全月含3 500元尧野三险一金冶的未抵扣收入Y

4 117.65<Y臆5 882.35

5 882.35<Y臆9 411.76

9 411.76<Y臆14 705.88

14 705.88<Y臆45 294.12

45 294.12<Y臆68 823.53

68 823.53<Y臆98 235.29

98 235.29<Y

税率渊%冤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渊元冤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表 4 无抵扣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速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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