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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企业快速而准

确地计算个人所得税并及时向税务机关申报，对于保障个人

所得税的征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

人所得税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通过在 Excel中建立基
于税率政策的个人所得税计算分析模型，既可提高模型的可

维护性，又可确保个人所得税计算的效率，同时还可以实现对

个人所得税进行构成分析和变动趋势分析，便于企业了解和

掌握员工个人所得税情况。

一、个人所得税计算模型设计的基本思路

《个人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自颁布实施

以来，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多次修订，其修订的主要内容

为个人所得税税率和扣减费用标准等。《个人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规定：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工资、薪

金所得，以每月收入额减除必要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个人缴付的“三险一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应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中扣

除。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三险一金”按上年平均月工资收入的

一定比例提取。

从上述相关规定来看，影响个人所得税计算的变动因素

主要为个人所得税税率、扣减费用标准、“三险一金”计提比例

等，这些因素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在进行个人

所得税计算模型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国家个税政策的变化要

求，并体现出模型使用的灵活性。

为提高计算模型的可维护性，应将影响个人所得税计算

的个税政策变动因素分离出来，单独建立个税政策工作表。当

个人所得税政策发生改变时，只需在个税政策工作表中进行

修改调整，便会自动根据调整后的个税政策进行个人所得税

的计算。

个税政策工作表结构设置如图 1所示，为便于公式引用，
可将图中的 C3：F10单元格区域定义名称为“税率表”，并通
过“1分钱差额法”（即下组下限值-上组上限值=0.01）修正原
始税率表中下限值，并以下限值作为判断标准，突破统计学上

“上组限在内，下组限不在内”的缺陷，以提高个税政策工作表

中税率表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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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Excel中利用 IF函数和 VLOOKUP函数建立基于税率政策变动的个人所得税计算模型，可以快速而准确
地计算出个人所得税，确保个人所得税计算申报的效率，同时也可提高计算模型的可维护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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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人所得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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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工资额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1500元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1500元至4500元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4500元至9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9000元至35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不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

全月应纳税额超额过8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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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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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0
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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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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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算扣除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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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1005
2755
5505
1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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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工资构成中，许多工资项目是按一定标准计算的，

而这些标准往往与员工个人的基本信息密切相关。在工资表

结构设置时，既可以将这些工资标准、个人基本信息与工资项

目合并在同一张工作表中，也可以将其分别放到工资标准、个

人基本信息与工资数据三张工作表中，并通过公式将三张工

作表联系起来，为工资数据工作表中的工资项目提供数据。当

工资标准、个人基本信息发生变化时，只需要对工资标准和个

人基本信息工作表中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系统就会自动根

据公式完成工资数据的变动。假设公司工资数据表结构如图

2所示（工资项目适当进行了简化）。
二、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的比较选择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相关规定，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公

式为：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工资、薪金所得-三险一金-3 500）伊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在 Excel计算模型中，定义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的基本思路
是：如果“工资、薪金所得-三险一金-3 500”小于等于 0，此时
的所得税为 0；否则，个人所得税就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以所
在档次税率再减去所在档次的速算扣除数。个人所得税计算

公式定义的关键是匹配适用税率，其可通过 Eexcel所提供的
条件判断函数 IF来实现。

利用 IF函数定义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通常情况下是将
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内设到计算公式中，以图 2所示的M2单
元格为例，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为：“=IF（O2-I2-J2-K2-
L2<=3 500，0，1）鄢ROUND（IF（O2-I2-J2-K2-L2-3 500<=
1 500，（O2-I2-J2-K2-L2-3 500）鄢0.03，IF（O2-I2-J2-
K2-L2-3 500<=4 500，（O2-I2-J2-K2-L2-3 500）鄢0.1-
105，IF（O2-I2-J2-K2-L2-3 500<=9 000，（O2-I2-J2-K2-
L2-3 500）鄢0.2-555，IF（O2-I2-J2-K2-L2-3 500<=35 000，
（O2-I2-J2-K2-L2-3 500）鄢0.25-1 005，IF（O2-I2-J2-
K2-L2-3 500<=55 000，（O2-I2-J2-K2-L2-3 500）鄢0.3-
2 755，IF（O2-I2-J2-K2-L2-3 500<=80 000，（O2-I2-J2-
K2-L2-3 500）鄢0.35-5 505，（O2-I2-J2-K2-L2-3 500）鄢
0.45-13 505）））））），2）”。公式中的“O2-I2-J2-K2-L2-3 500”
为应纳税所得额。

采用这种方法定义公式，通俗直观、易于理解，但公式较

长，模型可维护性较差，一旦个税政策发生变化，就需要对公

式进行修改，灵活性不足。为弥补这一缺陷，可将影响个人所

得税计算的因素从公式中剥离出来放入个税政策工作表中，

并通过 Excel 所提供的 VLOOKUP 函数对个人所得税计算
公式进行优化，变“被动筛选”为“主动查找”。

利用 VLOOKUP函数计算个人所得税，首先计算每位员
工的应纳税所得额，然后以该数值作为 VLOOKUP 函数的
“查找值”，并在税率表中自动匹配相应级次，确定其适用的税

率及速算扣除数，进而完成个人所得税的计算。

VLOOKUP函数用于在表格数组的首列查找值，并由此
返回表格数组当前行中其他列的值，其语法格式为：

VLOOKUP（lookup_value，table_array，col_index_num，range_
lookup）。其中，参数 Lookup_value为需要在表格数组第一列
中查找的数值；Table_array为两列或多列数据，需要使用对区
域的引用或区域名称；Col_index_num为 table_array中待返回
的匹配值的列序号；Range_lookup 为逻辑值，指定希望
VLOOKUP函数是查找精确的匹配值还是近似匹配值，取值
为 TRUE或 FALSE。

仍以图 2所示的M2单元格为例，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
可定义为：“=IF（A2=""，""，ROUND（IF（O2-I2-J2-K2-L2-
个税政策！$B$2<=0，0，（ O2-I2-J2-K2-L2-个税政策！$B
$2）鄢VLOOKUP（（O2-I2-J2-K2-L2-个税政策！$B$2），税
率表，3，TRUE）-VLOOKUP（（O2-I2-J2-K2-L2-个税政
策！$B$2），税率表，4，TRUE）），2））”。

通过利用 IF函数和 VLOOKUP函数进行公式定义后，
即可实现应纳税所得额与适用税率的动态匹配。当个税起征

点、税率等政策发生改变时，只需进入个税政策工作表对相关

项目进行调整即可，工资数据工作表中的计算公式不必修改，

系统会自动根据调整结果重新计算个人所得税。这不仅提高

了工资核算的效率，也提高了计算模型的可维护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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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司工资数据表

A
员工
工号

1001
1002
1003
1004
1005
1006

B
员工
姓名

赵珂

夏颖

高静

王婷

宋玢

王晓

C

部门

管理部

管理部

管理部

管理部

管理部

管理部

D

员工类别

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

公司管理

E

基本工资

3000.00
3000.00
2200.00
2200.00
2200.00
2400.00

F

岗位工资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G

职务工资

1600.00
16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1300.00

H
业绩津
贴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I
住房公
积金

860.00
860.00
750.00
750.00
750.00
770.00

J

养老保险

688.00
688.00
600.00
600.00
600.00
616.00

K

医疗保险

172.00
172.00
150.00
150.00
150.00
154.00

L

失业保险

43.00
43.00
37.50
37.50
37.50
38.50

M
个人所
得税

328.70
328.70
241.25
241.25
241.25
257.15

N
上年月平
均工资额

8000.00
8000.00
7500.00
7500.00
7500.00
7700.00

O

应发合计

9600.00
9600.00
8500.00
8500.00
8500.00
8700.00

P
工资
月份

1
1
1
1
1
1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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