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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谈 年 终 奖 计 税 方 法

路云亮 白 洁

渊聊城大学财务处 山东聊城 252000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聊城 252000冤

关于年终奖的计税问题，现行计税方法引起的“税前收入

多一元，税后所得差一截”现象促使人们想方设法避税。这是

不是就说明该计税方法存在问题，也引起许多学者争论不休，

如财会月刊 2012年 5月上旬刊刊登的谢德保《年终奖计税方

法的优化》（以下简称“谢文”）一文，就提出了对年终奖计税方

法的优化方案，但笔者认为还是有欠妥之处。

（一）

谢文指出，当前年终奖计税方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符

合个人所得税法关于工资、薪金超额累进税率计税的规定；一

是在所得额级距的临界点附近，会出现税负增加超过所得额

增加的不合理现象。针对以上两种情况，谢文给出了计税方法

调整方案，该方案与原计税方法最大的差别有二：一是将各月

工资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全部补齐，而不是只弥补年终奖发

放月的工资差额；一是先计算年终奖月应纳税额，再计算年终

奖应纳税额，相当于扣除 12个速算扣除数而不是只扣除 1个

速算扣除数。该调整方案虽解决了所得额在级距临界点附近

税负增加过大的缺点，但隐含着漏交税款的新问题。现以谢文

中的例 2来做以下说明：

例：杨柳 2011年月平均工资薪金为 5 000元（假设发放

年终奖之月的工资薪金也为 5 000 元），2011 年年终奖为

120 000元，在不考虑其他税前扣除项目的情况下，计算全年

应纳个人所得税。下面通过比较四种计税方法，探讨年终奖计

税方法的合理性。

方法一：谢文提出的优化计税法。

月平均奖金=120 000衣12=10 000（元）

月应纳税所得额=10 000（元）

月应纳税额=10 000伊25%-1 005=1 495（元）

年终奖应纳税额=1 495伊12=17 940（元）

全年工资应纳税额=（5 000-3 500）伊3%伊12=540（元）

全年共计应交税款=17 940+540=18 480（元）

方法二：将年终奖平均到各月和工资合并计税。

月应纳税额=（120 000衣12+5 000-3 500）伊25%-1 005=

1 870（元）

全年共计应交税款=1 870伊12=22 440（元）

比较以上两种方法，我们会发现，方法一（谢文）竟然比奖

金平均发放的方法二还少交 3 960元（22 440-18 480）。通过

分析我们会发现这是因为谢文中的办法让杨柳享受了两次

3%的低税率的原因所致，并且平时工资越高，享受低税率的

部分越大，这不符合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收入宗旨，也减少了国

家税收收入。

另外，以上谢文中的新方案要求弥补所有月份的差额也

缺乏可操作性。职工每月工资都是不同的，单位职工又多，如

果要根据每个职工每个月的工资情况来计算需要很大工作量。

方法三：按现有年终奖计税办法。

年终奖应纳税额=120 000伊25%-1 005=28 995（元）

全年工资应纳税额=（5 000-3 500）伊3%伊12=540（元）

全年共计应交税款=28 995+540=29 535（元）

方法四：将年终奖作为发放当月工资的一部分，完全按工

资薪金超额累进税率计税。

1 ~ 11月共计交税=（5 000-3 500）伊3%伊11=495（元）

12月交税=（125 000-3 500）伊45%-13 505=41 170（元）

全年共计应交税款=41 170+495=41 665（元）

通过比较方法三和方法四可以看出，2005年国家税务总

局出台的年终奖计税办法已经大大减轻了个人所得税税负。

税法虽然强调公平性原则，但是也有一定的强制性，所以我们

不能以级距临界点的合理性问题再要求国家做出类似方法一

的调整方案。即使存在级距临界点问题，企业也完全有办法规

避由此引起的多交税情况的发生，如个人年终奖超过级距临

界点不多时，完全可以舍去超过部分不再发放，既增加了个人

税后所得，也减轻了企业负担。

（二）

对现行年终奖计税办法的两点改进意见：

1. 笔者认为年终奖计税办法中不应扣除速算扣除数。速

算扣除数只是为方便计税工作而使用的计算方法，年终奖计

税办法不是完全使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法，只是根据所在级

距确定适用税率，所以减去速算扣除数没有任何依据，倒显得

有点不伦不类。再说，如果年终奖已经到了高一级的税率范

围，相对于应交税款，速算扣除数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

不扣除也不会明显加重纳税人的纳税负担。为了便于理解和

执行，笔者建议在计算年终奖应纳税额时不扣除速算扣除数。

2. 如果确实因级距临界点问题年终奖计税办法需做出

调整，笔者认为应将年终奖平均到各月，类似于以上方法二，

和工资一起合并计算纳税，也就相当于按月预交、年终汇算清

缴的管理办法。当然，如果对只有手工账的单位来说，这简直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企业电算化管

理水平的提高，这也不一定完全不能实现。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