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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多扣除了 50个人的定额标准

税额，方案二比方案一要节税 22.5万元（2 095-2 072.5）。

五、从会计政策的选择角度进行纳税筹划

1援从选择存货的计价方法来进行纳税筹划。企业采用不

同的存货计价方法，对应的应纳所得税额也不一样。现行企业

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使用或销售存货时，应按规定计算存货的

成本，允许在计算应缴纳的所得税额时扣除。在会计处理中，

存货的计价方法主要有先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和加权平均

法。一经选用的计价方法在以后会计年度不得随意更改，因

此，企业在选择存货的计价方法时应尽可能地选择能够增加

销货成本，减少销货利润，从而减轻税收负担的方法。

2援利用固定资产折旧的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企业的

折旧方法主要有加速折旧法和直线法两类。不同的方法计算

出的折旧额不一样，分摊到每一期的成本也不一样。所以，计

提的折旧额也会影响到企业当年的损益，进而影响到企业的

税收负担。企业应该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和税收优惠政策选择

对减轻自身税收负担最有利的折旧方法。

（1）加速折旧法。由于加速折旧法在折旧前几年所提取的

费用相对较高，可以减少企业的所得税应纳额，企业可提前取

得一部分现金来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因此企业应选择加快

固定资产更新方法，使企业的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2）直线法。其特点是每期分摊的费用均匀，税负均衡。但

是，如果企业产品的更新加快，则来不及在规定的年限内提完

折旧就要更换固定资产，这样会造成每期计提的折旧额偏低，

利润增加，从而增加税负。

如果企业处于享有税收的优惠期间，则可以用直线法来

计提折旧，达到节税的目的；如果企业无法享受税收优惠，则

应该利用加速折旧法来计提折旧，推迟应缴纳税费的时间，从

而获得资金时间价值，为企业创造效益。

3援利用无形资产摊销的优惠进行纳税筹划。无形资产价

值的计量主要取决于无形资产价值、无形资产摊销年限和无

形资产摊销方法。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

给予了一定的空间，如何选择较短的摊销年限，不仅能够加速

资产成本的收回，避免企业不确定性风险，而且可以提前扣除

企业后期成本、费用，推迟税费缴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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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工薪所得相关税收政策

（一）纳税范围

个人取得的工资、薪金包括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

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按照税法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未超过规定比

例和标准的基本养老保险金、基本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

住房公积金，可以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二）计算方法

1.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不同标准的应纳

税所得额适用不同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应纳税所得额等于

每月收入额减除固定费用后的余额，应纳税额等于应纳税所

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后减去速算扣除数，即应纳税额=（收入-

固定费用）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 纳税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可单独作为一个月工

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下计税办法，由扣缴义务人发

放时代扣代缴：

（1）如果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

的费用扣除额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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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时不再

扣除固定费用。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越员工当月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2）如果员工当月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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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

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除以 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

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越（员工当月取得

全年一次性奖金-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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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2011年 9月 1日起，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将全面实施。本文着重解读新旧个人所得税法对不同工薪收

入群体个人所得税金的影响，并从合理降低员工个人所得税出发，对企业纳税筹划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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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3）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

采用一次。其他各种名目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

质量奖、节能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

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所得税调整对工薪收入群体的影响

新个人所得税法对工薪所得纳税政策的主要调整之处为：一

是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的超额累进税率税级由九级调整为七级，税

率由“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四十五”调整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十

五”，取消了原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四十税率档次；二是每月可扣

减固定费用由“两千元”调整为“三千五百元”，具体标准见表 1：

新个人所得税法施行后，对不同工资、薪金收入群体纳税影响

主要体现在：淤免税群体大幅扩大。减除费用标准由每月两千元上

调至三千五百元后，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

将由目前的 28%下降到 8%以下，从而使个税纳税人数由现在的约

8 400万人锐减至约 2 400万人。于施行新税级和税率后，月应纳

税工薪收入在 38 600元（仅考虑至百位整数位）以下群体纳税额

普遍降低，其中：月应纳税工薪收入在 2 000 耀 7 999元的群体在

新个税法下少缴个税 0 耀 479.9元不等，即随着收入增加而税额少

缴；月应纳税工薪收入在 8 000 耀 12 500 元的群体少缴个税均

为 480元；月应纳税工薪收入在 12 501 耀 38 600元的群体少缴个

税 479.9 耀 0元不等，即随着收入的增加少缴税额减少，而月收入

在 38 600元以上群体纳税增多。不同收入群体纳税额变化如下：

三、个人工薪所得纳税筹划

在以月工资为主和工资总额由月工资与年终奖组

成的两种工资形式下，企业采取何种形式发放职工的工

资，才能达到为员工节省税收支出的目的？可按以下两

种情况进行筹划。

情况一：全年工薪以月工资为主。为能适用低税率，

减少纳税金额，以月工资为主的工资发放形式应尽可能均

衡全年工资收入，避免工资、薪金收入出现大幅度波动。对

于个人一次性取得数额较大的奖金，如在单月内全额发

放，可能导致其适用较高税率，如果将其分摊到每月适用

较低税率，则可节省税款。

表 2根据新的七级累进税率，列出了处于各级税率

边界的年工薪收入数据。年工薪收入在 4.2万元以下的，

通过均衡发放工资可完全免除纳税；年薪 4.2万耀 6万元

群体如果每月工资不超过 5 000元，则可享受最低 3%的

税率。例如，职工年收入 72 000 元，若每月均衡发放 6

000元，适用税率 10%，全年纳税 1 740元；若其中10个

月每月发放 5 000元，适用税率3%，另 2个月每月发放

11 000元，适用税率 20%，全年纳税 2 340元。可见，均

衡发放能节省税金 600元。

有些企业以单月工资加季度奖金结合发放，这样安

排工资，单月工资较低，但奖金发放月员工收入增加，使

得适用税率提高，从而会增加员工纳税金额。

情况二：全年工薪由月工资加年终奖组成。由于年

终奖计税方法的特殊性，通过利用税收临界点，合理确

定月度工资与年终奖的比例，可以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表 3 耀表 7描述了年收入 10万 耀 50万元、年终奖占

比分别为年收入 25%、50%、75%、95%均衡安排月收入情

况下全年纳税金额的大小。

从表 3 耀表 7数据可以看出，不同的工资发放安排，

对纳税金额影响较大。例如，在年收入 30万元情况下，方

案丁比方案甲多纳税 22 1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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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资、薪金七级累进税率 单位院元

月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1 500元的

超过1 500 耀 4 500元的部分

超过4 500 耀 9 000元的部分

超过9 000 耀 35 000元的部分

超过35 000 耀 55 000元的部分

超过55 000 耀 80 000元的部分

超过80 000元的部分

税率

3%

10%

20%

25%

30%

35%

45%

速算扣除数

0

105

555

1 005

2 755

5 505

13 505

表 2 各级税率临界收入水平 单位院元

年工薪收入

42 000

60 000

96 000

150 000

462 000

月均工薪收入

3 500

5 000

8 000

12 500

38 500

税率

0

3%

10%

20%

25%

月应纳税所得额

0

1 500

4 500

9 000

35 000

表 3 年收入 10万元不同纳税方案比较 单位院元

方案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年终奖
占比

25%

50%

75%

95%

4%

月工薪
收入

6 250

4 167

2 083

416.7

8 000

月度发
放总额

75 000

50 000

25 000

5 000

96 000

年终奖

25 000

50 000

75 000

95 000

4 000

月度
税率

10%

3%

0

0

10%

月度速算
扣除数

105

0

0

0

105

月度缴
纳个税

2 040

240

0

0

4 140

年终奖
税率

10%

10%

20%

20%

3%

年终奖速算
扣除数

105

105

555

555

0

年终奖
缴纳个税

2 395

4 895

14 445

18 445

120

税金
合计

4 435

5 135

14 445

18 445

4 260

全年工薪
收入

100 000

100 000

100 000

100 0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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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年收入 20万元不同纳税方案比较 单位院元

方案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年终奖
占比

25%

50%

75%

95%

4%

月工薪
收入

12 500

8 333

4 167

833

16 000

月度发
放总额

150 000

100 000

50 000

10 000

192 000

年终奖

50 000

100 000

150 000

190 000

8 000

月度
税率

20%

20%

3%

0

25%

月度速算
扣除数

555

555

0

0

1055

月度缴
纳个税

14 940

4 940

240

0

24 840

年终奖
税率

10%

20%

25%

25%

3%

年终奖速算
扣除数

105

555

1 055

1 055

年终奖
缴纳个税

4 895

19 445

36 445

46 445

240

税金
合计

19 835

24 385

36 685

46 445

25 080

全年工薪
收入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表 5 年收入 30万元不同纳税方案比较 单位院元

方案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年终奖
占比

25%

50%

75%

95%

20%

月工薪
收入

18 750

12 500

6 250

1 250

20 000

月度发
放总额

225 000

150 000

75 000

15 000

240 000

年终奖

75 000

150 000

225 000

285 000

60 000

月度
税率

25%

20%

10%

0

25%

月度速算
扣除数

1 005

555

105

0

1 005

月度缴
纳个税

33 690

14 940

2 040

0

37 440

年终奖
税率

20%

25%

25%

25%

20%

年终奖速算
扣除数

555

1 005

1 005

1 005

555

年终奖
缴纳个税

14 445

36 495

55 245

70 245

11 445

税金
合计

48 135

51 435

57 285

70 245

48 885

全年工薪
收入

300 000

300 000

300 000

300 000

300 000

表 6 年收入 40万元不同纳税方案比较 单位院元

方案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年终奖
占比

25%

50%

75%

95%

1%

月工薪
收入

25 000

16 667

8 333

1 667

33 000

月度发
放总额

300 000

200 000

100 000

20 000

396 000

年终奖

100 000

200 000

300 000

380 000

4 000

月度
税率

25%

25%

20%

0

25%

月度速算
扣除数

1 005

1 005

555

0

1 005

月度缴
纳个税

52 440

27 440

4 940

0

76 440

年终奖
税率

20%

25%

25%

25%

3%

年终奖速算
扣除数

555

1 005

1 005

1 005

0

年终奖
缴纳个税

19 445

48 995

73 995

93 995

120

税金
合计

71 885

76 435

78 935

93 995

76 560

全年工薪
收入

400 000

400 000

400 000

400 000

400 000

表 7 年收入 50万元不同纳税方案比较 单位院元

方案

方案甲

方案乙

方案丙

方案丁

方案戊

年终奖
占比

25%

50%

75%

95%

4%

月工薪
收入

31 250

20 833

10 417

2 083

40 000

月度发
放总额

375 000

250 000

125 000

25 000

480 000

年终奖

125 000

250 000

375 000

475 000

20 000

月度
税率

25%

25%

20%

0

30%

月度速算
扣除数

1 005

1 005

555

0

2 755

月度缴
纳个税

71 190

39 940

9 940

0

98 340

年终奖
税率

25%

25%

25%

30%

10%

年终奖速算
扣除数

1 005

1 005

1 005

2 755

105

年终奖
缴纳个税

30 245

61 495

92 745

139 745

1 895

税金
合计

101 435

101 435

102 685

139 745

100 235

全年工薪
收入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500 000

表 3 耀表 7数据显示：10万 耀 50万元五种年收入水平在

确定的五种方案下，年终奖占比分别为 4%、25%、25%、25%

（各月均衡发放）时，4%税负最轻。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

与新七级累进税制的应税收入边界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处于

第四级税率的应税收入边界较宽，年收入 15万 耀 46.2万元之

间的收入群体月收入均衡时对应同一税率，因此年收入 20万

耀 40万元年终奖占比相同。

对于不同年收入群体，为实现合理节税确定月收入与年

终奖的比例的基本原则为：用年收入除以 12，减去固定费用

后看适用哪级税率（称为本级税率），选择介于上一级税率对

应临界应税收入下限与本级税率对应临界收入上限之间的数

据作为月工资，剩余部分以年终奖发放，注意应保证年终奖对

应的税率不高于月工资对应税率。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介于上一级税率对应临界应税收入

下限与本级税率对应临界收入上限之间的数据不唯一，因而

本方法不能确定唯一的最优筹划方案，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此区间的数据优于其他区间。

此外，员工还可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纳税筹划，如

税法规定个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

字事业、农村义务教育、扶贫工作进行的捐赠，准予在税前的

所得额中全额扣除。根据这一政策，个人进行慈善和人道救助

救援捐款，既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了力量，做了好事；又能减

少税收支出或完全免除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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