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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理伸张员工个人所得税权益的研究与实践

谢　云

中电天奥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　610036

摘　要：本文根据国家个人所得税政策，研究和规划员工工资纳税策略，合理伸张员工权益，达到最优经济纳税的目的。

本文的研究对广大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个人所得税工作具有广泛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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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主义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依法纳税是每个

公民应尽的义务，合理纳税是公民的权利。协助员工工资合

理纳税，是企业应尽的管理责任和义务。笔者作为 TA 高科

技企业的薪酬管理人员，应用计算机技术，以实现个人所得

税最少为目标，以员工个人工资总额和国家个人所得税政策

作为约束条件，模拟生成数据，穷尽各种可能，生成个人所

税纳税策略，并对策略数据的区间、边际税率等特性和问题

进行分析，从企业层面上协助制定月度工资和年终奖的比例

规划，为公司提供员工个人工资的发放指导方案，在组织实

施上提出工作方法，帮助员工实现合理纳税。本文方法在实

际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效果，获得企业领导和员工的好评。

2. 研究背景及目的

TA 高科集团是一家事业单位转制的高科技企业，主要

从事“航空电子信息系统与网络、信息系统与应用服务、航

天信息支持与应用服务”三方面业务的应用和研究。TA 高

科集团 2012 年营业收入约 XXX 亿元，净利润 XX 亿元，合

并总资产 XXX 亿元，净资产 XXX 亿元，下属 12 家公司，

其中两家为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XXXX 人，其中专业技术

人员 XXXX 余人，管理人员 XXXX 余人，技能工人 XXXX

余人 , 国家级和省级各类专家 XXX 余人。

TA 高科集团 2012 年员工人力成本 XXX 亿元，其中福

利 XXX 亿元，薪酬 XXX 亿元。福利主要为公司缴纳的七险

二金等不可支配福利，其次是住房补贴、过节费等可支配福

利；员工各种扣款合计 XXX 亿元，主要为员工个人缴纳的

七险二金、个人所得税、工会会费等。员工成本减去扣款后，

员工实际可支配收入 XXX 亿元，占人力成本的 XX%。

TA 高科集团员工可支配收入偏低，员工对薪酬满意度

不高，影响工作积极性，员工流失率多年持续偏高，问题原

因之一是个人所得税偏高，即公司薪酬体系中月工资和年终

奖比例不合理，个税基数附加扣除工作不完善等。员工要求

公司合理纳税，伸张和维护个人合法权益。为响应员工呼声

和要求，笔者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个人所得税研究工作。

3. 个人所得税政策

依据 2011 版国家《个人所得税法》 及 《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员工个人取得的薪金等 4 项所得，按年度合并

计算个人所得税。纳税年度的月收入减去费用 3500 元及专

项扣除等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表一计算个

人所得税表。

表一 月度工资个人所得税税率及速算扣除表

序号 应纳税月度工资额范围
( 元 / 月 ) 对应税率 对应速算扣除数

1 [0,1500] 3.00% 0

2 （1500,4500] 10.00% 105

3 （4500,9000] 20.00% 555

4 （9000,35000] 25.00% 1005

5 （35000,55000] 30.00% 2755

6 （55000,80000] 35.00% 5505

7 （80000,+ ∽） 45.00% 13505

月度工资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为：

月度工资个人所得税 = 月工资 X 对应税率 - 对应速算

扣除数

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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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年终奖可不并入当年工资扣缴个税，以年终奖除

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按换算后的税率表（同表一），单

独计算个税。 

年终奖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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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工资个人所得税 = 年终奖 X 对应税率 - 对应速算

扣除数

4. 个人所得税发放研究

4.1. 个人所得税政策分析

月度工资个税计算时，每月可以减去对应速算扣除数，

全年 12 月相当于可以减去 12 个速算扣除数。年终奖计算个

税时，只能减去一次速算扣除数数。两者差异导致在工资总

额情况一定的情况下，月度工资总额和年终奖不同的分配，

导致个税总计差额较大。某些极端情况下，存在年终奖多发

一分钱，个税总计增加 8.8 万元的极端情形，具体情况见表二。

表二 年终奖跃增个人所得税增加情况

序号 年终奖跃增起点值 速算扣除数 税率跃增情况 个税跃增金额

1 18000 105 3% ↗ 10% 1154

2 54000 555 10% ↗ 20% 4950

3 108000 1005 20% ↗ 25% 4950

4 420000 2755 25% ↗ 30% 19250

5 660000 5505 30% ↗ 35% 30250

6 960000 13505 35% ↗ 45% 88000

4.2. 月工资、年终奖分配策略

笔者依据 2011 年颁布的个人所得税法，按照年 42000

元（月工资 3500 元）免税额，通过计算编程，按照步长 1

分钱递进，对 0.01 元～ 1000 万元工资范围的每一工资数据

进行分析，生成 10 亿条个人所得税方案数据，从中寻找工

资总额一定，月工资、年终奖不同金额时的个税最少的方案，

并归纳各类数据的范围，分析说明不同区段的边际税率特

性，具体情况见表三。依据此表，可以进行个税策划，达到

个税最少的目的。

从表三中策略分配表可以看出：年终奖分配范围有限，

存在多处“孤点”的情况，如 18000 元、54000 元、108000 元、

420000 元、660000 元，年终奖多发 1 分钱，年终奖税率跃

增可能导致个税总体跃增，具体情况见表三。这要求在年终

奖发放时要多考率 12 个月工资和年终奖的分配，避免年终

奖多发一分钱，个税多缴几千和几万的情况。在年终奖“孤

点”金额附近存在个税不经济的区间，即年终奖多发钱，实

际少得钱的情况。总体来说 , 个税最少的策略中月工资范围

较年终奖广一些、灵活一些，年初集团公司层面制定月工资

和年终奖的比例时，月工资尽量靠近范围上限，不仅满足个

税最少的需要，还兼顾公司对管理和灵活性的需要。

表三 基于个人所得税最少的月工资、年终奖分配策略表     单位 : 元

工资总额
年终奖 月工资

分析说明
年终奖金额 边际税率 月工资金额 边际税率

(0,42000] 0 0 （0,0+3500] 0 不发放年终奖，仅发放日常工资

(42000,78000] (0,18000] 3% (0+3500,1500+3500] 3% 年终奖不能超 18000，月工资任意发放

(78000,12555] 18000 3% (1500+3500,5462+3500] 10%,20%
月工资 (1500+3500,4500+3500], 边际税率 10%（总收入
7.8-11.4 万），月工资 (4500+3500,5458+3500] 边际税率

20%（总收入 11.4-12.555 万）

（125550,15000] （29550,54000] 10% (2462.5+3500,4500+3500] 10% 此区间年终奖发放有一定幅度范围

(150000,561000] 54000 10% (4500+3500,38750+3500] 20%,25%,30%

其中，月工资 (4500+3500,9000+3500]（总收入 15-20.4
万）, 边际税率 20%；月工资 (9000+3500,35000+3500]

（总收入范围 20.4-51.6）, 边际税率 25%；月工资
(35000+3500,38750+3500]（总收入 51.6-56.1）, 边际税

率 30%。

(561000,669000] 108000 20% (34250+3500,43250+3500] 30%,35%

其中，月工资（34250+3500,35000+3500]（总收
入范围 56.1-57 万），边际税率 30%；月工资

（35000+3500,43250+3500]（总收入范围 57-66.9），边
际税率 35%；

(669000,882000] (207000,420000] 25% (17250+3500,35000+3500] 25% 此区间年终奖发放有一定幅度范围

(882000,1494500] 420000 25% (35000+3500,86041.67+3500] 25%、35%、
45%

其中，月工资（35000+3500,55000+3500]（总收入范围
88.2-112.2 万）（55000+3500,80000+3500]（总收入范围
112.2-142.2 万），边际税率 35%；月工资（80000+3500，
86041.67+3500]（总收入范围 142.2-149.45 万），边际

税率 45%。

（1494500,+ ∞） 660000 30% （66041.67+3500,+ ∞ ] 35%、45%

年终奖仅发放 66 万，其余纳入月工资发放。其中 , 月工
(66041.67+3500,80000+3500]（总收入范围 149.45-166.2
万），边际税率 35%；月工资（80000+3500，∞ ]（总

收入范围 166.2 万以上），边际税率 45%。

注：“+3500”为月度个税免税额 3500 元，如有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附加扣除等可以相应变动此数据，今后国家如提高个税起征点，也可以相应变化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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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人所得税工作实施

5.1. 做好薪酬工作

一是做好公司薪酬整体规划。根据下属 12 家公司不同

薪酬水平情况，做好各公司月工资和年终奖的发放比例规

划，保障各公司能兑现员工个税缴纳最少；二是针对不同薪

酬水平的员工，结合不同薪酬目标、不同附加扣除情况，制

定个人月度和年度发放比例和发放金额，如员工薪酬增幅或

降幅 5%、10%、15% 的比例情况，有无免税抵扣的情况。

三是组织保障，各公司人力、财务部门专员负责，在集团公

司统一指导下，做好员工专项附加扣除等免税申报工作，做

好年终奖发放时的调整工作，让员工充分享受到国家的惠民

政策的关怀

5.2. 开发相应软件

开发相应个税优化的软件，实施个税优化的各项工作。

一是协助处理员工附加扣除数据申报，二是协助集团公司和

下属公司做好月工资和年终奖发放比例的规划工作，三协助

员工个人月工资和年终奖发放比例的个人动态调整，个人年

终奖发放的调整等。

6. 实施效果

Ta 高科集团从 2014 年开展个人所得税优化工作，时间

持续 5 年。根据本文中“基于个人所税最少的月工资、年终

奖分配策略表”，经计算测算，Ta 高科集团月工资与年终

奖比例 X1:X2 改为 Y1:Y2，当年个人所得税总额由 XXXX 万

元降为 YYYY 万元，员工可支配收入增加 XX 个百分点，人

均个税年减少 XXXX 元。2014-2018 年五年期间，根据国家

税收政策和附加扣除的变化，Ta 高科集团不断调整月工资

和年终奖的发放比例，改变了过去个人所得税增长幅度远大

于工资增长幅度的情况，五年期间个税累计减少 XXXX 万元，

取得不错的效果，获得员工、领导的一致认可。个税减少一

定程度上提升了 TA 高科集团对人才的吸引力，对于保留人

才、激励人才才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7. 结束语

本文个税的方法在 TA 高科实施 5 年，作者有以下两点

体会。

1． 计算机技术很重要。作者应用编程技术，从年工资

1 分钱起计算到年工资 1000 万，按照步长为 1 分钱计算最

少纳税，数据计算量达百亿量级，涉及数据数亿条，并涉及

对数据的边际税率、区段等特性分析。在实际应用中，应用

计算软件对下属公司 XXXX 余人的薪酬进行发放运算规划，

精准到个人。这些工作，都离不开计算机技术的支撑和帮助。

2． 在实际工作中，月工资和年终奖的比例不能完全取

决个税需要，还要考虑管理的需要和企业经营的风险。如对

某些高级管理和重要技术人员，他们月工资和年终奖的设定

不能完全取决于个税的需要，还取决于他们的工作业绩和企

业的最终经营效益，需要年终核算才能确定个人工资总额，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需要在今后的工作进一步研究。

最后补充说明，因涉及 Ta 高科集团的商业敏感信息，

本文中数据作了一定脱密处理，敬请原谅。有关基于 2018

年 8 月税法的最优纳税策略，笔者后续将作进一步研究，敬

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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