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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性奖金的个税计算方法比较

【摘要】根据我国现行工资、薪金收入个人所得税计算方法，将年终奖在某月一次性发放与分配在各月依次发放相

比，不仅可能导致多缴个人所得税，而且可能导致纳税人所获收入有不同程度的缩水。本文基于全年收入统筹的视角，重

新设计工资、薪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计税公式，以便更好地解决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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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一次性奖金是指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扣缴义务

人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

情况，向雇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上述一次性奖金包括年终

加薪、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

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本文将对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公式的

不同算法及其利弊展开探讨，以期合理计算缴纳全年一次性

奖金的应纳个人所得税。

一、税务算法

（一）计算方法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发布的《关于调整

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

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规定：

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

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并按以下计税办法，

由扣缴义务人发放时代扣代缴：①确定适用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先将雇员当月取得的全年一

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对应税率。

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

除数，则应将减除其不足部分后的余额，再按上

述办法确定税率和速算扣除数。②计算应交个税。若雇员当

月工资、薪金所得不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纳税额=

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若

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纳税

额=（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雇员当月工资薪金所

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③适用范

围。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税办法只允许

采用一次。雇员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

的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

与当月工资、薪金所得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利弊分析

暂且将上述计算方法称为“税务算法”，对纳税人来说，

该算法的优点是把全年一次性奖金看成是一次性取得的数

月的收入，而非当月所取得的一次性收入，这种转换会使适

用税率降低，减轻纳税人负担。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频频暴露

一些多发少得的问题。该算法会导致纳税人不必要、不合理

的纳税负担（葛长银，2011），即在现行税率下，多发1元钱，最

多可增加纳税成本 88000．45元（见表 1）。因此，在发放年终

奖时一定要注意临界点，牢牢把握不超标的原则。

在上述税务算法中，将月度收入与年终发放的一次性收

入分别计税，将年终的一次性收入视为一个月收入并按优惠

税率征收，但其计算公式的逻辑不合理。如处理年终奖时在

对速算扣除数的运用上不符合速算扣除数本身的内在逻辑，

结果导致“一元陷阱”现象，大大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也给

企业或单位在如何灵活处理奖金发放以避免不合理的税负

问题上带来了困扰。

二、网络改良算法

（一）计算方法

王其艳（2012）认为上一种算法导致“多发多得”的原因

临界点

税率（%）

纳税额

多发1元

税率（%）

纳税额

多发1元
净损失

18000

3

540

18001

10

1695.1

1154.1

54000

10

5295

54001

20

10245.2

4950.2

108000

20

21045

108001

25

25995.25

4950.25

420000

25

103995

420001

30

123245.3

19250.3

660000

30

195245

660001

35

225495.35

30250.35

960000

35

330495

960001

45

418495.45

88000.45

超过960000

45

无

无

45

无

-0.55

表 1 不同税率超标发放年终奖的纳税比较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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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的规定。假设甲

12月份领取全年一次性奖金54000元（当月工资额超过3500

元），按税务算法计算可得，54000÷12=4500（元），则适用税率

为 10%，速算扣除数为 105，甲的应纳税额为 54000×10%-

105=5295（元），税后实得48705元。假设乙当月领取55000元

（当月工资超过 3500元），按第一种方法计算可得，55000÷

12≈4583，则适用税率为20%，速算扣除数为555，乙的应纳税

额为 55000×20%-555=10445（元），税后实得 44555元。对比

可见，乙比甲多发奖金 1000元，实际反而少得 4150元，这明

显违背了个税“超额累进”的设计原则，使个人税负变得极不

合理。

那么，从公式本身设计出发，是否可以进一步优化？顾凯

峰（2013）提出了如下公式：应纳税额=（雇员当年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当年实际工作月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当

年实际工作月数，其设计原理与王其艳的观点完全一致。

若以上数据不变，按新的公式计算应纳税额，则甲的应

纳税额为（54000/12×10%-105）×12=4140（元），税后实得

49860 元；乙的应纳税额为（55000/12×20%-555）×12=4340

（元），税后实得 55000-4340=50660（元）。这样，乙比甲多发

1000元，税后实得比甲多 800元，此结果就能令大多数人接

受了。

（二）利弊分析

笔者认为，上述新算法可称之为“网络改良算法”，充分

体现了当代网民的社会参与热情与智慧。不少支持这种算法

的网民认为，现行税务部门关于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计税公式

是不公平的，甚至其算法根本就是错误的，其结果是导致纳

税人实际税负超出了税法规定的应缴纳税额的限度。这些人

提出一次性发放的年终奖的计税公式为：年终奖税金=年终

奖×适用税率-月速算扣除数×12，与上述顾凯峰提出的公式

相同，其中年终奖的适用税率仍按除以12个月后的平均金额

对应的税率计算。那么，这种对现有税务算法加以改进的网

络改良算法的科学性与局限性究竟如何呢？

1. 网络改良算法的优点。计算年终一次性奖金的个税

时，在月度税率表（见表 2）所标示的各级应纳税所得额区间

的临界点处发放奖金，随着奖金额的逐步增加，不会产生税

务算法下的“奖金陷阱”。其计算原理是使发放数额恰好等于

第n级临界点的金额，该金额适用第n-1级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计算个税，与适用本级即第n级税率和速算扣除数计算个

税的结果恰好相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算法与另一种单独给年终奖设置

超额累进税率的方法其实是相同的，因为它们的计算规则相

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每月薪金与年终奖共用一张税率

表计算个人所得税，后者用不同的税率表计算。为解决现行

税务算法所存在的“奖金陷阱”问题，可运用表3所示年度税

率表进行计算个人所得税。

2. 网络改良算法的不足。笔者主要分两种情况来考察

其不足之处：

（1）每月应纳税薪资≥起征点。在此情况下每月都要纳

税，也即是平时发放的基本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这些固定

性收入的计税与年终发放的绩效工资和分享工资这些浮动

性收入的计税是完全分开的，这就形成了“化整为零”的效

果，使得分别计税过程中的应纳税所得额要低于实际的额

度。而根据税法的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大小是与相应的计

税税率挂钩的，如果实行的计税方法是超额累进制，则收入

越高计税的税率越大，而化整为零的做法必定会减少纳税人

的实际税负，所以年终奖如果像月度收入那样采取相同的计

算方法是不恰当的，也不符合税法所传递的让高收入者多纳

税的精神。因而，上述改良版年终奖的计税公式，先把年终奖

分摊到月，找到对应的税率与速算扣除数，然后按月计算平

均奖金的应纳税额，再把月度奖金的应纳税额乘以12个月换

算成全年的年终奖应纳税额的算法也是不合理的。

（2）每月应纳税薪资<起征点。根据税法的规定，在此情

况下每月都不需纳税，但如果年终奖是在当年12月份计算并

发放，这样当月的工资（当月基本工资、当月基础性绩效工

资）加奖金（全年奖励性绩效工资、全年分享工资）之和超过

了起征点，就符合征税的条件了。但是应该如何计算？从网络

级数n

1

2

3

4

5

6

7

公式

月度应纳税所得额

X ≤ 1500

1500<X≤4500

4500<X≤9000

9000<X≤35000

35000<X≤55000

55000<X≤80000

80000<X

第n级月度速算扣除数=第n级临界点×［第n级税率-第
（n-1）级税率］+第（n-1）级速算扣除数（n≥2）

月度计税税率

3%

10%

20%

25%

30%

35%

45%

月度速算扣除数M

0

105

555

1005

2755

5505

13505

表 2 工资、薪金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月度税率
（适用于每月薪金、年终奖）

级数
n

1

2

3

4

5

6

7

公式

按年终奖计算的年度
应纳税所得额

X≤18000

18000<X≤54000

54000<X≤108000

108000<X≤420000

420000<X≤660000

660000<X≤960000

960000<X

按年终奖计算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月度应纳税所得额×
12年度速算扣除数＝月度速算扣除数×12

年度计税
税率

3%

10%

20%

25%

30%

35%

45%

年度速算扣
除数M

0

1260

6660

12060

33060

66060

162060

表 3 工资、薪金所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年度税率
（适用于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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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公式设计来看，其默认的前提就是每月应纳税薪资>起

征点。如果每月应纳税薪资≥起征点，按照此方法计算是没有

问题的，但如果每月应纳税薪资<起征点，平时不用纳税，所

以在年终奖发放的当月计算个人当年或上年的应纳税所得

额时，不能只计算年终奖收入而把其他收入漏掉，必须将年

终奖与全年按月发放的收入加总起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这

样才更加符合税法精神。另外，即使按税务算法，考虑到年终

奖可能是当年计算出并发放，也可能是延至下一年某月发

放，对后者，如果继续用原法把上年度的年终奖与下一年度

的不满起征点的月度收入相合并，再减去起征点计算上年个

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网络改良公式的算法设计无论对何

种情况都是不合理的。网络改良算法虽然注意到了速算扣除

数的内在计算规律，并指出税务算法的不合理之处，但在设

计其计算公式时却忽视了税法所规定的计税税率针对的是

应纳税所得额，而应纳税所得额的范畴是全部收入，收入越

高则调节税率越大，所以搞“拆散式”计税是错误的。由于忽

略了此问题，这使得他们的算法实际是以平时收入与年终收

入的计税无关为默认前提，陷入了单独对年终奖设计公式的

误区。

三、全年收入统筹算法

根据上述分析及对税法本质的理解，笔者特提出如下新

算法。本算法无须分别考虑奖金发放当月的月度收入是否达

到起征点的不同情况，而是将年终收入与平时收入加以统

筹，计算出总和后除以 12个月得到月度平均收入（月度应纳

税所得额），然后对照税率表选择相应计税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计算月度平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再乘以12个月得到全年

应纳税金额，用该金额减去当年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即

得到汇算清缴时应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剩余数额。

其公式如下：①月度各类应税工资收入应纳个税金额=

（当月薪资－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数）×适用税率-速算扣除

数；②全年各类应税工资收入应纳个税=｛［（年终一次性发放

的各类应税工资收入+平时按月发放的各类应税工资收入合

计）÷12］×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2=（年终一次性发放的

各类应税工资收入+平时按月发放的各类应税工资收入合

计）×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12；③年终汇算清缴时应纳个

税=全年各类应税工资收入应纳个税金额-月度各类应税工

资收入应纳个税金额×12。

说明：此处的工资为广义工资，指全部收入，包括基本工

资、绩效工资、分享工资等各项工资类型。分享工资包含赠送

或折价购买企业股票所折合的价值、股票期权行权时企业转

让给激励对象的企业留存用于激励的股票溢价收益、员工凭

借所持有的虚拟股权或虚拟期权而得到的“分红”或奖励等。

上述收入不包括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和相关法律规定所允

许全部免税或在一定标准的范围内予以免税的收入。

四、三种算法的比较分析

全年收入统筹算法与现行税务算法、网络改良版算法之

比较详见表 4、表 5。比较的目的是为揭示个人所得税计税公

式的设计原理及不同算法之间的差异。为简便起见，假定全

年各月工资收入不变，且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除免税工资

额3500元外，其他各类扣除数均不考虑。

需注意的是：当按月发放的工资收入为500时，按税务算

法计算的年终各项收入应缴个税为（54000-3000）×10%-

105=4995（元），按统筹算法计算的年终各项收入应缴个税为

（60000÷12-3500）×3%×12=540（元），按网络改良算法计算

的年终各项收入应缴个税为［（54000÷12）×10%-105］×12=

4140（元）。网络改良算法与税务算法相比，全年累计缴纳的

个税减少（4995-4140）÷4995×100%=17.12%；统筹算法与税

序
号

1

2

3

4

5

工资、薪金收入

按月发
放的工
资收入

500

3500

4000

8500

103500

全年累计
发放的月
度工资收
入合计

6000

42000

48000

102000

1242000

年终发放的
绩效工资和
分享工资收

入合计

54000

54000

54000

54000

1200000

全年各
项工资
收入
合计

60000

96000

102000

156000

2442000

不同算法

税务算法

统筹算法

税务算法

统筹算法

税务算法

统筹算法

税务算法

统筹算法

税务算法

统筹算法

工资、薪金收入应纳个税的计算

每月工资
收入应缴
个税金额

0

540

0

4140

15

5340

445

16440

31495

917940

各月缴纳
的工资收
入个税全
年累计

0

0

180

5340

377940

年终各项
收入应缴

个税

4995

5295

5295

5295

526495

全年累计
缴纳的个
税合计

4995

5295

5475

10635

904435

不同算法
结果比较
（税务－

统筹）

4455

1155

135

－5805

－13505

全年税负比例
（个税合计/总

收入）

8.33%

0.9%

5.52%

4.31%

5.37%

5.24%

6.82%

10.54%

37.04%

37.59%

表 4 全年收入统筹算法与税务算法之比较 单位：元

□工作研究



序
号

1

2

3

4

5

工资、薪金收入

按月发
放的工
资收入

500

3500

4000

8500

103500

全年累计
发放的月
度工资收
入合计

6000

42000

48000

102000

1242000

年终发放的
绩效工资和
分享工资收

入合计

54000

54000

54000

54000

1200000

全年各
项工资
收入
合计

60000

96000

102000

156000

2442000

不同算法

改良算法

统筹算法

改良算法

统筹算法

改良算法

统筹算法

改良算法

统筹算法

改良算法

统筹算法

工资、薪金收入应纳个税的计算

每月工资
收入应缴
个税金额

0

540

0

4140

15

5340

445

16440

31495

917940

各月缴纳
的工资收
入个税全
年累计

0

0

180

5340

377940

年终各项
收入应缴

个税

4140

4140

4140

4140

377940

全年累计
缴纳的个
税合计

4140

4140

4320

9480

755880

不同算法
结果比较

（改良-统筹）

3600

0

－1020

－6960

－162060

与税务算
法的比较

（增减比例）

-17.12%

-89.19%

-21.81%

-21.81%

-21.10%

-2.47%

-10.86%

54.58%

-16.43%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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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算法相比，全年累计缴纳的个税减少（4995-540）÷4995×

100%=89.19%。

全年收入统筹算法不仅可以在公式设计上主动填平年

终一次性奖金发放陷阱，而且更强调计税算法背后的逻辑合

理性，即以总收入的视角来设计计税公式，更加公平合理。税

务算法对企业来说虽然也可以通过税务筹划的方法来合理

规避税负，但是该方法的计算方式本身有重大缺陷，导致了

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而且，税务算法也给各单位的管理工

作带来额外负担，纳税筹划的工作量很大，容易陷入单纯以

规避陷阱为目标的误区，殊不知即使发放奖金的额度跨越了

陷阱，仍然支付了不必要的成本，这样实际所得的收入已经

导致了一定程度的激励失效。而网络改良版算法虽然解决了

陷阱问题，但存在计算逻辑不合理的问题，因为按照税务算

法的规则，对一次性年终奖的适用税率已经是优惠税率，如

果在速算扣除数上再优惠，这就不符合个税政策是调剂高收

入以缩小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差距的目的了。

五、结论

2011年我国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仍然存在着年终

奖发放陷阱，对于企业或其他组织来说，有没有进行纳税筹

划可能会导致员工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相差悬殊，而且这样

的结果并不合理。纳税筹划方案如下：以年终为起点，以本年

年终奖加下一年度全年的月度工资收入预测值为筹划对象，

按照事先通过计算确定的各档次筹划收入的最优分配比例，

确定本年年末应发放的具体奖金数额，再对余下部分采取递

延至下一年度各月依次发放的方式。这样既能有效避税，又

不影响本单位正常的薪酬管理活动。或者，年终奖不与月度

收入捆绑在一起，而是单独进行纳税筹划，目标是绕过对该

笔奖金来说的最大陷阱，即本次支付奖金的上限要小于该陷

阱所在区域的下边界，而剩余奖金则转作以后一定期限支

付，并对包括此部分收入在内的新的预期总收入重新进行纳

税筹划。

当然，从完善个人所得税法的角度，最好的方式应该是

由税务部门重设工资、薪金收入的个税计算公式，但这并不

是把现行的年终奖计税只减去 1次速算扣除数改为减去 12

次速算扣除数，而是以年度收入统筹为前提，平时按月度收

入计缴，年终按全年收入汇算清缴，多退少补。这不仅填平了

企业现存的“多发少得”年终奖发放陷阱，而且还具有以下两

项突出优点：

一是设计逻辑更优。年终一次性奖金收入本来就是员工

工资、薪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设计个人收入所得的征

税办法，不能把对月度性收入征税与对年终一次性收入征税

孤立看待，而是要站在全年的角度上来统筹。

二是现有的工资、薪金收入的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改变

后，对政府来说并不意味着个税收入会减少，而是对工资收

入相对较低者少征税，对工资收入相对较高者多征税，从而

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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