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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月 1日，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

3 500元，大大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同时工资奖金

由九级累进税制变为七级累进制，调整了原来的税负结构。不

论收入水平的高低，最大限度地降低税负的绝对额，是提高可

支配收入的最有效途径，这也是工薪阶层最关注的问题。本文

运用运筹学线性规划模型对工资奖金收入的分配进行筹划，

可达到个人所得税税负最轻的目的。

一、筹划思路

为简化模型，假设居民的工薪收入由每月工资和全年一

次性奖金组成，工资实行七级超额累进税率，与工资不同，全

年一次性奖金的税负计算实行全额累进，即速算扣除数只能

根据适用税率扣除一次（工资计算税负时，可每月扣除一次速

算扣除数，全年可扣除 12次）。七级累进税率和全年一次性奖

金的税率的相应区间范围如表 1所示：

为使工资、全年一次性奖金最大限度地扣除有关费用和

适用低税率，应将工资平均分配于各个月份，通过比较工资的

超额累进和奖金的全额累进的差额，寻找税负最低的筹划方

案。工资的税负随收入的增加呈阶梯式增加，一次性奖金的税

负随收入的增加呈跳跃式增加，因此，将工资和一次性奖金控

制在各个区间的上限能够适用低税率，从而降低税负。

由于税负按超额累进和全额累进计算，当某一收入在工

资和一次性奖金之间分配时，按照工资（或一次性奖金，下同）

高一级税率计算所得的税负低于按照工资低一级税率计算出

的税负，那么随着收入的继续增加，这个低一级的税率区间必

将不是最优方案，可在以后的方案比较中省略。

鉴于年收入是通过每月工资与全年一次性奖金来分配

的，而每个收入范围适用不同等级的税率，亦即承担不同的税

负。为确保准确性，本文借鉴了运筹学中线性规划方法，对所

有可能的最优方案按照适用税率的不同一一列举，通过函数

计算比较得出该收入范围的最优分配方案。

二、筹划过程

设W代表全年总收入，T代表收入范围内的最小税负；

Ti代表收入范围内每一可能方案下全年应交个人所得税，且

Ti=12Tm+Ty，Tm代表每月工资应纳个人所得税，Ty代表全年

一次性奖金应纳个人所得税。令：

Tm=f（rm，km），rm代表工资适用税率，km代表该税率下的

速算扣除数；Ty=g（ry，ky），ry代表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

ky代表该税率下的速算扣除数；T=MinTi，即目标函数，其线

性约束条件为年收入范围。下面介绍具体筹划过程：

1. W耀（0，42 000），若年收入不高于 42 000元，只要将每

月发放工资控制在 3 500元内，就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即

T=0（元）。

2. W耀（42 000，60 000），在此范围内，收入的发放可以有

两种方案：淤将收入全部分配到每月工资中，T1=12f（3%，0）=

［（W原42 000）伊3%/12］-0］伊12=0.03W原1 260；于将每月工

资固定为 3 500元，其余全部放入一次性奖金，则 T2=g（3%，

0）=（W原42 000）伊3%-0=0.03W原1 260。通过比较，T1=T2，两

种分配方案都最优（限于篇幅，以下函数计算省略）。

3. W耀（60 000，78 000），适用方案有四种：淤将全部收入

平均分配到每月工资中，T1=12f（10%，105）= 0.1W原5 460；

于将每月工资固定为 3 500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2=

g（10%，105）= 0.1W原4 305；盂将每月工资固定为5 000元，其

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3=12f（3%，0）+g（3%，0）=0.03W原

1 260；榆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18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

工资，T4=12f（3%，0）+g（3%，0）=0.03W原1 260，比较得出：T3=

T4<T1<T2，因此盂和榆都是最优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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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运筹学线性规划模型对工资奖金收入的分配进行筹划，将全年收入进行区间划分，在月工资与全年

一次性奖金之间进行适当的调节，最终达到个人所得税税负最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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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资与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方法

级数

1

2

3

4

5

6

7

含税级距

0

1 500

4 500

9 000

35 000

55 000

80 000

未扣免征额
的含税级距

3 500

5 000

8 000

12 500

38 500

58 500

83 500

一次性奖金
含税级距

0

18 000

54 000

108 000

420 000

660 000

96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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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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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的比较可知，随着收入的增加，将收入全部分配

到工资中不能充分利用一次性奖金所享受的低税率。因此在

以后的方案比较中，只分配工资的方案将不再讨论。

4. W耀（78 000，96 000），适用方案有两种：淤将每月工资

固定为 5 000 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1=12f（3%，0）+

g（10%，105）= 0.1W原5 565；于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18 000

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T2=12f（10%，105）+g（3%，0）=0.1W原

6 720，得出 T1>T2，因此于为最佳分配方案。

5. W耀（96 000，114 000），适用方案有四种：淤将每月工

资固定为 5 000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1=12f（3%，0）+g

（10%，105）=0.1W原5 565；于将每月工资固定为 8 000元，其

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2=12f（10%，105）+g（3%，0）=0.03W+

1 260；盂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18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

月工资，T3=12f（10%，105）+g（3%，0）=0.1W原6 720；榆将

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54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 T4=

12f（3%，0）+g（10%，105）=0.03W+2 415。通过比较，T1>T3，

T2<T4，T3>T2，因此于为最优分配方案。

6. W耀（114 000，150 000），适用方案有四种：淤将每月工

资固定为 5 000 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 T1=12f（3%，0）+

g（20%，555）=0.2W原12 015；于将每月工资固定为 8 000元，

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2=12f（10%，105）+g（10%，105）=

0.1W原5 565；盂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18 000元，其余平均放

入每月工资，T3=12f（20%，555）+g（3%，0）=0.2W原18 120；

榆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54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

T4=12f（10%，105）+g（10%，105）=0.1W原5 565。通过比较，

T1>T2，T1>T3，T2=T4，当W>125 550时，T2<T3，因此，W耀

（114 000，125 550）的最佳分配方案是方案盂；W耀（125 550，

150 000）的最佳分配方案是方案于。

7. W耀（150 000，168 000），适用方案有五种：淤将每月工

资固定为 8 000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1=12f（10%，105）+

g（20%，555）=0.2W原15 615；于将每月工资固定为 12 500元，

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2=12f（20%，555）+g（3%，0）=0.03W+

10 440；盂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18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

月工资，T3=12f（20%，555）+g（3%，0）=0.2W原18 120；榆将

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54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T4=

12f（20%，555）+g（10%，105）=0.2W原20 565；虞将一次性奖金

固定为 108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T5=12f（3%，0）

+g（20%，555）=0.03W+16 545。通过比较，T1>T3>T4，T5>T2，

T2>T4，因此榆为最佳分配方案。

8. W耀（168 000，204 000），适用方案有四种：淤将每月工

资固定为 8 000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1=12f（10%，105）

+g（20%，555）=0.2W原15 615；于将每月工资固定为 12 500

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2=12f（20%，555）+g（10%，105）=

0.1W原165；盂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54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

每月工资，T3=12f（20%，555）+g（10%，105）=0.2W原20 565；

榆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108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

T4=12f（10%，105）+g（20%，555）=0.1W+4 785。通过比较，T1>

T2>T3，T4>T3，因此盂为最佳分配方案。

9. W耀（204 000，258 000），适用方案有三种：淤将每月工

资固定为 12 500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1=12f（20%，555）

+g（20%，555）=0.2W原15 615；于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54 000

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T2=12f（25%，1 005）+g（10%，

105）=0.25W原30 765；盂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108 000元，其

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T3=12f（20%，555）+g（20%，555）=

0.2W原15 615。经比较，T1=T3>T2，于为最佳分配方案。

10. W耀（258 000，516 000），适用方案有三种：淤将每月

工资固定为 12 500元，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T1=12f（20%，

555）+g（25%，1 005）=0.25W原23 565；于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 54

000元，其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T2=12f（25%，1 005）+g（10%，

105）=0.25W原30 765；盂将一次性奖金固定为108 000元，其

余平均放入每月工资，T3=12f（25%，1 005）+g（20%，555）=0.

25W原28 515。经比较，T1>T3>T2，于为最佳分配方案。

上述筹划过程共 10个区间，其结果可归纳如表 2（由于 7

耀 9三个区间的效果一致，故合并为一个区间反映）所示：

表 2简明地总结了不同收入范围适合的最优分配方案，

操作简单，实用性较强。由于税收筹划活动具有前瞻性，单位

和个人可以参照表 2，调整工资奖金的发放额度和发放方式，

不仅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可最大化，而且单位也可最大限度地

受益于工资奖金对员工激励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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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个人所得税筹划区间分布

年收入

42 000耀 60 000元

60 000耀 78 000元

78 000耀 96 000元

96 000耀 114 000元

114 000耀 125 550元

125 550耀 150 000元

150 000耀 561 000元

全年一次性奖金

0

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

固定为18 000元

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

固定为18 000元

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

固定为18 000元

其余放入一次性奖金

固定为54 000元

平均每月工资

全部平均分配到
每月工资

固定为3 500元

其余平均分配到
每月工资

固定为5 000元

其余平均分配到
每月工资

固定为8 000元

其余平均分配到
每月工资

固定为8 000元

其余平均分配到
每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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