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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月 1日起生效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最

新修订）》对于外资企业员工薪酬计算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费用扣除额和含税级距上。本文以 JX外资企业为例，从同一

工资类别和不同工资类别两个角度来分析和探讨如何在金蝶

K/3职工薪酬系统中实现外资企业员工薪酬计算，并比较两

种计算方法的优缺点，再探讨外资企业员工薪酬的纳税筹划

解决方案，以供参考。

一、同一工资类别下外资企业的职工薪酬计算

JX外资企业是一家由外资出资建立的准备上市的公司，

主要致力于开发 32位元处理器核心智财与系统晶片设计平

台，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开发，已经顺利开发出了全方位高、中、

低等多种系列的核心产品，提供系统厂商的 CPU核心架构

设计与服务。现以 JX企业为例，探讨其纳税筹划方案。

1. 工资类别的建立。为了准确核算企业全体员工的工

资，需要针对不同的核算建立不同的工资类别。由于考虑到需

要在同一工资类别中实现全体员工的工资计算，因此建立一

个名称为全体员工的工资类别，相关设置如表 1所示。

2. 职员类别的建立。为了准确核算中方人员和外籍人员

的工资，需要对全体员工进行分类。在系统职员类别中，需要

新增两类职员类别，包括中方人员和外籍人员。

3. 部门和职员信息的管理。在全体员工工资类别的部门

和职员信息可以从总账系统中引入基础资料，或者在工资管

理模块和职员管理模块中通过新增部门和职员来完成。需要

注意的是，在增加职员过程之前需要维护部门信息，同时要将

职员信息中职员类别进行选择和分类，以便在后续设置不同

职员类别的职员工资时作为计算公式的关键判断条件。

4. 外资企业工资项目的管理。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

条例》的规定，附加减除费用的适用范围为：淤在中国境内的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中工作的外籍人员；于应聘在中国

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外籍专

家；盂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任职或者受雇取得工

资、薪金所得的个人；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其

他人员。以上几类人员每月在减除 3 500元费用的基础上，再

减除附加减除费用 1 300元。因此，还需要设置不含税级距、

应税所得等可变项目。其中不含税级距主要用来计算在基本

扣除金额之前，职员的不含税应税所得，而应税所得则需要根

据不同的职员类别来判断不同职员条件下的应纳税所得额，

为不同类别的员工个人所得税计算做好准备。

还需要设置岗位工资、职称补贴、注册补贴、降温取暖费、

其他、电梯费、房租、水费、电费、清洁费、扣款、工会经费等固

定项目；设置应发合计、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公积

金、个税、含税工资、应税所得、扣款合计、实发合计等变动项

目，数据类型为货币型，数据长度为15，小数位数为 2位。

5. 外资企业工资计算公式设置。

（1）外资企业工资应发合计数和含税级距的计算方法。根

据岗位工资、职称补贴、注册补贴、降温取暖费、其他来计算不

同职员的应发合计数，并按照 12%、2%、8%、3.5%的比例来计

提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将应发合计金额扣

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合计数作为职员工

资的不含税级距。具体公式设置如下：

应发合计=岗位工资+职称补贴+注册补贴+降温取暖

费+其他；

养老保险=应发合计伊0.12

失业保险=应发合计伊0.02

医疗保险=应发合计伊0.08

公积金=应发合计伊0.035

含税工资=应发合计-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

公积金

（2）外资企业员工工资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法。根据职员

类别字段判断不同的不含税级距应当扣除的金额，按照新《个

人所得税法》的七级含税级距来判断不含税级距所适用的个

人所得税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并将应扣除的个人所得税为个

税工资项目进行赋值。具体公式设置如下：

基于金蝶K / 3的外资企业员工薪酬计算与纳税筹划

徐 磊 李闻一渊教授冤

渊武汉纺织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200 武汉纺织大学会计学院 武汉 430200冤

【摘要】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后，外资企业由于员工薪酬在企业成本中的比重较大，因而相当关注如何计算并针对

不同含税级距所适用的个人所得税进行纳税筹划的问题。本文以 JX外资企业为例，基于金蝶 K/3员工薪酬系统平台，从同

一工资类别和不同工资类别两个角度来探讨外资企业员工薪酬的计算和纳税筹划。

【关键词】工资类别 外资企业 员工薪酬系统 纳税筹划

表 1 全体员工工资类别基本信息设置

工资类别名称

全体员工

是否多类别

否

币别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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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类别工资方法表基本信息设置

定义过滤条件

确定（O） 取消（C）

全选（A）

全清（L）

排序（Z）

上移（U）

下移（D）

过滤名称：

基本信息 条件 排序 其他选项 工资类别

综合类别

工资项目： 工资项目

职员代码

职员姓名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基本工资

奖金

应发合计

养老保险

代扣税

扣款合计

实发合计

序号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如果 职员类别=“外籍人员”则

应税所得=含税工资-4 800

否则

应税所得=含税工资-3 500

如果完

如果 应税所得<=1 500 则

个税=应税所得伊0.03

否则

如果 应税所得>1 500 且 应税所得<=4 500 则

个税=应税所得伊0.1-105

否则

如果 应税所得>4 500 且 应税所得<=9 000 则

个税=应税所得伊0.2-555

否则

……

如果完

如果完

如果完

（3）外资企业职工工资个人所得税统计。将个税计入扣

款合计，根据扣款合计和应发合计来计算实发合计，并对实发

合计小于零的工资进行报警。具体公式设置如下：

扣款合计=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电

梯费+房租+水费+电费+清洁费+个税+扣款+工会经费

实发合计=应发合计-扣款合计

如果 实发合计<0 则

报警“工资不够扣”

如果完

6. 外资企业工资的计算及工资发放表的查看。在工资录

入模块（人力资源———工资管理———工资业务———工资录入）

中录入相关固定项目的金额后，通过工资计算模块（人力资

源———工资管理———工资业务———工资计算）即可以完成本

期本次工资的计算，同时可以查看全体人员的工资。

二、不同工资类别下外资企业的职工薪酬计算

不同类别和同一类别外资企业职工薪酬的计算相同的是

部门管理、职员管理、工资项目的设置、工资的计算，不同的是

工资类别的建立、个人所得税计算设置、工资发放表的查看。

1. 工资类别的建立。在不同工资类别下需要设置中方人

员、外籍人员、综合类别等三个工资类别来核算工资业务。其

中中方人员和外籍人员的工资类别主要用于对中方人员和外

籍人员工资的计算，而综合类别用于对中方人员和外籍人员

工资的汇总。相关工资类别的设置如表 2所示：

2. 个人所得税的计算设置。

（1）个人所得税的初始设置。按照系统的业务流程，在定

义了每种工资类别的工资项目之后，还要定义不同工资类别

工资的计算公式。在各类计算公式中，中方人员和外籍人员两

种工资类别的应发合计、扣款合计和实发合计的计算公式均

相同，不同的是计算个人所得税时的基本扣除数不一样。此时

不需要在公式的定义中来设计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式，而是

利用系统模块中所得税计算功能来实现。

在进行个人所得税的初始设置之前，需要定义个人所得

税的税率类别和税率项目。在税率类别的设置中，由于 K3职

工薪酬系统中默认采用的是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前的含税

级距，考虑到《个人所得税法》的变化，将原来的含税级距修改

为七级含税级距，并将该税率类别命名为 2011；在税率项目

的设置中，两种工资类别下税率项目的增项均为应发合计，减

项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

在个人所得税的初始设置中，不同类别下的所得税设置

（人力资源———工资管理———设置———所得税设置）应当区分

中方人员和外籍人员两类不同人员，如表 3所示：

（2）个人所得税的计算。通过工资的所得税计算模块（人

力资源———工资管理———工资业务———所得税计算），完成对

中方和外籍人员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并将计算结果引入工资

计算模块（人力资源———工资管理———工资业务———工资计

算）中的个人所得税工资项目中来，完成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3. 工资发放表的查看。在查看公司整体工资发放表时，

在综合类别状态下，需要在基本信息选项中选择所有工资项

目，工资类别中选中中方人员、外籍人员，如图 1和图 2所示。

通过上述的过滤条件设置可以自动汇总形成综合类别状态下

的全体员工工资方法表，与同一工资类别下工资计算方法中

所得到的工资发放表完全相同。

表 2 不同工资类别基本信息设置

工资类别名称

中方人员

外籍人员

综合类别

是否多类别

否

否

是

币别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表 3 不同工资类别的个人所得税设置

工资类别

中方人员

外籍人员

初始设置
名称

2011所得
税计算

2011外籍
所得税计
算

税率
类别

2011

2011

税率项目

应发合计-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医疗
保险-公积金

应发合计-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医疗
保险-公积金

基本
扣除

3 500

4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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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同一工资类别与不同工资类别的外资企业工

资计算，其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工资类别的繁简和个人所得税

的计算方式。而在不同工资类别中，不同职员个人所得税的计

算虽然可以根据系统中的流程设置来完成，但是不能满足企

业全体员工工资的查看需求，且工资类别的多元化又增加了

工资计算的工作量，不过相比同一工资类别中繁琐的个人所

得税计算公式来说，它要简便得多。

三、外资企业员工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筹划

我国许多学者对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下的纳税筹

划进行了讨论。梁文涛从个人月薪收入的角度考虑应该采用

平均发放的方式来降低税负，针对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发放应

该避免因为个人收入的增加小于税负的增加而导致税后收益

的下降。范永太通过分析税后所得和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关系

得出全年一次性奖金发放的无效区间，并认为针对 6万元以

下的低收入阶层，应当尽可能地用足个人所得税规定的费用

扣除标准；而针对 6万元以上的中高收入阶层，应当充分利用

表 4所示区间将全年工资、薪金进行科学统筹与组合，以降低

整体税负。本文认为范永太的观点更具有可操作性。故借鉴表

4所示的税负分配表，以金蝶 K/3职工薪酬系统为平台来实

现《个人所得税法》下工资、薪金的纳税筹划。

1. 工资项目的设置。考虑到全年一次性奖金与月薪收入

的组合，需要在计算全年工资薪金所得之前，设置可变项目

“全年一次性奖金”。在进行判断之前，用户需要将职员全年一

次性奖金输入到系统中，同时设置可变项目“年工资薪金所

得”来计算和汇总职员全年的工资薪金所得。其中，全年一次

性奖金和年工资薪金所得的数据类型为货币型，数据长度为

15，小数位数为 2位。

2. 工资类别计算公式的设置。外资企业选择工资计算方

法后，对同一工资类别的计算方法只设置一次计算公式即可，

而对多个工资类别则需要在不同的工资类别中设置计算公

式。按照表 4所示的判定方法，首先需要汇总计算出职员全年

的工资薪金所得；然后根据不同的判定区间来分析判定职员

的月薪收入发放范围和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发放额度或者区

间；最后系统根据报警所提示的内容和所得税设置中的级距

来判定全年一次性奖金和月薪收入所适用的个人所得税税率

和速算扣除数，以便于计算纳税筹划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和

月薪收入。具体公式设置如下所示：

年工资薪金所得=12伊含税工资+全年一次性奖金

如果 年工资薪金所得>0 且 年工资薪金所得臆42 000，

则：

报警“月薪收入发放可控制在 3 500以内，不发放全

年一次性奖金！”

否则，

如果 年工资薪金所得>42 000 且 年工资薪金所得臆

60 000，则

报警 “月薪收入建议控制在 3 500到 5 000之间，不

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

否则

如果 年工资薪金所得>60 000且年工资薪金所得臆

78 000，则：

报警“月薪收入建议发放 5 000，全年一次性奖金控

制在 18 000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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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综合类别工资方法表工资类别设置

定义过滤条件

确定（O） 取消（C）过滤名称：

基本信息 条件 排序 其他选项 工资类别

综合类别

工资类别

中方人员

外籍人员

年度

2011

2011

期间

7

7

次数

1

1

全选（S）

全清（E）

级
数

1

2

3

4

5

6

7

年工资、薪金所得
（年薪Y）
Y=12M+A

（0，42 000］

（42 000，60 000］

（60 000，78 000］

（78 000，114 000］

（114 000，125 550］

（125 550，150 000］

（150 000，204 000］

月薪
适用
税率

0

3

3

10

20

10

20

年应纳税所得
（K）K=D+A

0

（0，18 000］

（18 000，36 000］

（36 000，72 000］

（72 000，83 550］

（83 550，108 000］

（108 000，162 000］

年月薪应纳税
所得（D）
D=12G

0

（0，18 000］

18 000

（18 000，54 000］

（54 000，65 550］

54 000

（54 000，108 000］

月薪应纳税
所得（G）
G=D/12

0

（0，1 500］

15 000

（15 00，4 500］

（4 500，5 462.5］

4 500

（4 500，9 000］

月薪收入（M）
M=G+3 500

（0，42 000］

（3 500，5 000］

5 000

（5 000，8 000］

（8 000，8 962.5］

8 000

（4 500，12 500］

全年一次性
奖金（A）

0

0

（0，18 000］

18 000

18 000

（29 550，54 000］

54 000

全年一次
性奖金适
用税率

0

0

3

3

3

10

10

表 4 全年工资、薪金所得最低税负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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