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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 9月起，个税起征点提高到 3 500 元，工薪所得
税率表由 9 级简并为 7 级。Excel 中最多只允许 IF（）函数嵌
套 7 层，因此，恰好可以利用嵌套函数设计纳税筹划模型。

在进行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时，可将个人年收入简单地

分为每月工资收入和年终奖金两部分，并可假定每个月工资

额度相同。在年收入固定的前提下，合理地权衡每月工资和年

终奖金，可以达到降低个人税负的效果。

为了计算方便，本文不排除各种极端情况，不考虑个人缴

纳的养老金、失业金、医疗金、住房公积金等可税前扣除事项，

并设定：自变量 x为每月工资收入，因变量 y为全年总税额，
常量 a为全年税前收入。在 a给定的前提下，可做如下推断：
淤全年总税额 y可以表示为由每月工资 x这个单一变量决定
的分段函数；于由于税金的计算全部为线性运算，可以推断该
分段函数 y的各段均为线性函数；盂经过复合运算后的目标
函数 y有可能为非连续函数，即出现“断点”，也就是在特定范
围内，月工资的微小变动会引起全年总税金的巨大差异。

二、问题的求解

本文应用 Excel嵌套函数、控件和散点图构建了动态可
视化工具，如图 1所示：

该模型的主要制作步骤分为如下几个：

1援 设置按钮。在 A列输入文字，并在相应位置拖入三个
数值调节钮。数值调节钮参数及作用见下表：

2援 输入公式。
C1单元格内输入“=$B$1”并自动填充到 IV1单元格。
C2单元格内输入“=B2+$B$11”并自动填充到 IV2单元格。
B3 单元格内输入“=IF（B2<=3 500，0，IF（B2<=3 500+

1 500，（B2-3 500）鄢0.03，IF（B2<=3 500+4 500，（B2-3 500）
鄢0.1-105，IF（B2<=3 500+9 000，（B2-3 500）鄢0.2-555，IF
（B2<=3 500+35 000，（B2-3 500）鄢0.25-1 005，IF（B2<=3 500+
55 000，（B2-3 500）鄢0.3-2 755，IF（B2<=3 500+80 000，（B2-
3 500）鄢0.35-5 505，（B2-3 500）鄢0.45-13 505）））））））”并
自动填充到 IV3单元格。

B4 单元格内输入“=IF（B1-B2鄢12>=0，B1-B2鄢12，
-100）”并自动填充到 IV4单元格。

B5单元格内输入“=IF（B4<=12鄢1 500，B4鄢0.03，
IF（B4<=12鄢4 500，B4鄢0.1-105，IF（B4<=12鄢9 000，
B4鄢0.2-555，IF（B4<=12鄢35 000，B4鄢0.25-1 005，
IF（B4 <=12鄢 55 000，B4鄢0.3-2 755，IF（B4<=12鄢
80 000，B4鄢0.35-5 505，B4鄢0.45-13 505））））））”并
自动填充到 IV5单元格。

B6 单元格内输入“=IF（B2+B4-3 500<0，0，IF
（B2+B4<=3 500+12鄢1 500，（B2+B4-3 500）鄢0.03，IF
（B2+B4<=3 500+12鄢4 500，（B2+B4-3 500）鄢0.1-
105，IF（B2+B4<=3 500+12鄢9 000，（B2+B4-3 500）
鄢0.2-555，IF（B2+B4<=3 500+12鄢35 000，（B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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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应用 Excel嵌套函数、控件和散点图构建了动态可视化工具，试图找出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最优方案的一
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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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个税纳税筹划的动态可视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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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0）鄢0.25-1 005，IF（B2+B4<=3 500+12鄢55 000，（B2+B4-
3 500）鄢0.3-2 755，IF（B2+B4<=3 500+12鄢80 000，（B2+B4-
3 500）鄢0.35-5 505，（B2+B4-3 500）鄢0.45-13 505）））））））”
并自动填充到 IV6单元格。

B7 单元格内输入“=IF（B3>0，B5，B6）”并自动填充到
IV7单元格。

B8 单元格内输入“=IF（B4>=0，12鄢B3+B7，-10 000）”
并自动填充到 IV8单元格。

3援 构建图像。选中第二行和第八行，插入散点图，直接单
击“完成”。右击散点图的数值（Y）轴，在“刻度”选项卡内设置
最小值为“0”。

4援 使用方法。调整第一个调节按钮能够动态地观察总税
金的分布规律随总报酬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后两个按

钮主要用于调节图像的左右边界，以便能够随意调整细节显

示的程度。

三、结论

1. 当 0约总报酬臆3 500时，不可能交税。
2. 当 3 500约总报酬臆21 500时，总税金 y为每月工资 x

的连续分段函数，共分为两段，函数图像如图 2所示。存在无
穷多个最优解使得最低总税金 y=0，最优解存在于图像最右
侧。此时适度增加月工资额度，减少年终奖金额度，能够避免

缴税。进一步讲，只要每月工资额度高于分段函数两段的交点

对应的横坐标值，就能够保证员工免交个税，此时用人单位可

以按其需要对年终奖金和每月工资的比例进行调整。

3. 当 21 500约总报酬臆42 000（3 500伊12）时，总税金 y为
每月工资 x的不连续分段函数，共分为三段，存在一个断点，
函数图像如图 3所示。存在最优解使得最低总税金 y=0，最优
解存在于图像最右侧。此时适度增加月工资额度，减少年终奖

金额度，存在不缴税的可能。

4. 当 42 000约总报酬臆57 500时，与 21 500约总报酬臆
42 000时类似，但最低总税金 y跃0，函数图像如图 4所示。此
时适度增加月工资额度，减少年终奖金额度，可以使总税金降

到最低。

5. 当 57 500约总报酬臆60 000时，存在两个断点，函数图
像如图 5所示。最优解存在于图像最右侧。此时适度增加月工
资额度，减少年终奖金额度，可以使总税金降到最低。

6. 在总报酬跃60 000之后，函数图像类似于图 6，对其细
节不再具体分析。此时最优解已经不再位于图像最右侧，而且

多数情况下只存在唯一最优解。因此，需要经过计算得出最优

解，才能使总税金降到最低。最优解的具体范围可以用本文的

模型快速进行求解。

显然，动态可视化的方法不仅可以计算出特定案例的具

体数据，也可以依靠视觉迅速准确地找出普遍规律，更加方便

地得出结论。本文设计的方法具有较强的通用性，加以修整后

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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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总税金分布规律 5

图 2 总税金分布规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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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总税金分布规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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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总税金分布规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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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总税金分布规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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