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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财金

年终奖多发不一定多得
多发1元税后或少得万元
□大雷

12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青
岛市第二金银交易市场开业仪
式在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台东支
行隆重举行。青岛市政府政策
研究室、青岛市市北区人大、市
北区政府、工行青岛市分行的
有关领导以及工行客户代表等
应邀出席了开业仪式。

该交易市场位于市北区威
海路 1 0 8号工行台东支行营业
大厅内，市场营业面积达300平
方米，可现场销售上百种规格

的实物类产品，同时设有贵金

属客户沙龙和交易室，可为客

户提供优质的贵金属投资讲座

并进行账户贵金属、贵金属递

延等交易操作。该交易市场同

时具备贵金属产品展示、信息

咨询、业务受理、代收购实物黄

金产品等综合功能，是消费者
获取全方位、多角度贵金属服
务的一个全新窗口。在这里，客
户将能充分体验到集贵金属产
品、金融服务和贵金属文化融
合于一体的贵金属盛宴。

开业当日，该交易市场吸
引了 5 0 0多位客户前来观赏和
体验，一些客户还现场购买了
工行自行研发的如意金条、生
肖系列银章产品、“财神”系列
金银章、“花开富贵”金条、“吉
祥如意”金条等系列产品；同
时，为配合该交易市场的盛大
开业，国内著名的“金一黄金”
系列产品厂商也前来助兴，以
优惠价格现场促销该公司的“中
华龙金”、“青花十二生肖银”等
系列产品，受到了广大收藏爱好
者和贵金属投资者的热捧。

中国工商银行

青岛市第二金银交易市场正式开业

为了彰显工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社会
责任感，表达对青岛市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和爱
心，青岛工商银行台东支行孙伟行长代表全体员工
把员工们一天的工资收入共计贰万元，捐赠给青岛
市“微尘”基金会。 （马瑞涛）

捐款“微尘”基金

□马瑞涛

年关将近，许多企业、
单位又开始筹划发放全年
一次性奖金(以下通称“年
终奖”，指在一个月内发放
的属于年度性的奖金)。由
于这是新修订的个人所得
税法施行后的首个年终奖
发放季节，因此，搞清楚年
终奖发放与计税问题中的
道道，对一些纳税人和企
业、单位来说无疑是必需
的。

有税务专家特别提
醒：年终奖发放请尽量避
开“盲区”，否则，会“得不
偿税”，多发有可能不能多
得，甚至还会遇到“要为多
发的1元年终奖多缴纳百
元、千元甚至万元的税”这
种极端情况。

“盲区”在作怪

案例：
今年年底，单位发给小李年终奖

18800元，按照有关年终奖个人所得税政
策计算，小李应为这笔收入缴税1775元，
即税后小李实际拿到手的钱是17025元。
同单位的小王年终奖是18000元，同样方
法计算，应该缴税540元，税后小王实际
拿到手的钱是17460元。这样，就造成小
李比小王只是多了800元年终奖，但却要
比小王多缴1235元的税，导致小李实际上
是“得不偿税”，还要倒贴，结果拿到手
的钱就比小王少了435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所得与税负不匹配
的情况？这就是“盲区”在作怪。

什么是“盲区”？

“盲区”，是因我国年终奖个人所得
税计算方法导致的特别结果。

根据我国年终奖个人所得税计算方
法，会出现这样一个规律：

如果年终奖数额增加到或超过某个临
界点时，使得对应的纳税税率提高一档，
如从3%提高到10%，随之纳税额也相应地
大幅增加，这时会出现一种特别的情况，
就是年终奖数额增加“一小步”纳税额

却 提 高 “ 一 大 步 ” 、 “ 得 不 偿
税”、多发不能多得的情况；

不过，这种情况在奖金增加
幅度大到一定数额(或称

“平衡点”)时又会
消失，重新回到
奖金增加的幅
度大于纳税额
提 高 的 幅 度
的状态，即
多发奖金税

后 也 能

多得。
由于个人所得税税率有七档，这些临

界点也有多个，每个临界点与平衡点之间
的区间，在业内，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盲
区”或者“无效区间”，表明在这些区间
内，所得增加与税负增加不相匹配，税收
调节功能的失效与盲目。

今年8月份，有人盗用国家税务总局
名义发布“47号公告”，引起全国舆论哗
然。这个假“47号公告”之所以能造成那
么大的反响，就是因为它不仅指出了年终
奖计税方法的这一“软肋”，同时还搞出
了一个新计税方法“合理地”把“盲区”
抹掉。

“盲区”在哪里？

据媒体报道，在9月1日新修订的个人
所得税法施行之前，年终奖“盲区”共有八
个，在这之后，因为个人所得税法在费用扣
除标准、税率等方面均进行了调整，导致

“盲区”也随之发生变化，形成了新的“盲
区”。

据北京中翰联合税务师事务所提供给
的“全年一次性奖金临界点节税安排表”
看，新的“盲区”共有六个，分别是：[18001

元—19283 . 33元]；[54001元—60187 . 50元]；
[108001元—114600元]；[420001元—447500

元]；[660001元—706538 . 46元]；[960001元—
1120000元]。

如果发给员工的年终奖数额正好落在
“盲区”内，对员工、企业、单位来说，就真是
“悲剧”了，如上述例子中的小李，要为多发的
800元年终奖多缴1235元的税！本来企业想多
发奖金奖励员工，但结果多奖励的钱却让员
工实际到手的奖金“缩水”了。

多发1元多缴万元税

根据我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
计算方法，发给个人的年终奖多出1元，
真的会导致税后实际奖金收入少千元甚至
万元的情况。

以第一个“盲区”[18001元—19283 . 33

元]为例：
18000元年终奖，对应税率是3%，应

纳税540元，税后可以拿到17460元。
但如果年终奖增加1元到18001元，对

应的计税税率为 1 0 % ，应纳税上升到
1695 . 10元，结果，税后能拿到的年终奖只
有16305 . 9元。也就是说，多发1元年终奖
会导致税后少得1154 . 1元。

以第四个“盲区”[420001元—447500

元]为例：
420000元年终奖，对应税率是25%，应

纳税103995元，税后可以拿到316005元。
但若年终奖增加1元到420001元，对应

的 计 税 税 率 为 3 0 % ， 应 纳 税 上 升 到
123245 . 30元，结果，税后能拿到的年终奖
只有296755 . 7元。即多发1元年终奖会导致
税后少得19249 . 30元。

以“舍”来避“盲区”

如何避免好心办“坏事”？用税务界
人士一句调侃的话概括就是：舍得是福。

也就是说，在发放年终奖时，只有
“舍”才能“得”。

以上面的例子来看，小李的年终奖是
18800元，如果小李选择只要18000元，捐
出去800元；又或者企业选择只发18000

元；这样，不仅小李实得的奖金不会“缩
水”，同时还做了善事，企业、单位也可
以节省工资费用把钱花到职工其他福利
上。

根据北京中翰联合税务师事务所计算
出来的临界点，个人年终奖在18000元(含)

以下的，纳税额不超过540元，也不用担
心“盲区”；但如果个人年终奖达到
18001元-19283 . 33元之间，那么，就会遭
遇奖金增加“一小步”纳税额增加“一大
步”的情况，这时，应考虑选择发18000

元 ； 如 果 个 人 年 终 奖 达 到 5 4 0 0 1 元 -
60187 . 50元之间，也是如此，应考虑选择
发 5 4 0 0 0 元 … … 以 此 类 推 ， 避 开 “ 盲
区”。

年终奖个税计算方法

年终奖个税计算方法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当月，个人

工薪所得高于(或等于)费用扣除额(3500元)

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个人当月取得的

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第二种：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当月，个人

工薪所得低于费用扣除额(3500元)的，计算公
式为：

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个人当月取得全
年一次性奖金-个人当月工薪所得与费用扣
除额的差额)×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上述两个计算公式中的税率和速算扣除
数是多少？答案是：用全年一次性奖金总额÷
12(一年12个月)后得出的商数，再对照工薪所
得个税税率表即可确定。

根据有关政策规定，由于上述计税方法
是一种优惠办法，因此，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对每一个纳税人，该计算纳税办法只允许采
用一次。对于实行全年考核、分次发放奖金的
企事业单位，该办法也只能采用一次。雇员取
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奖
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
奖等，应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
法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例：韩先生2011年12月3日取得工资收入
3400元(扣除三险一金后)，当月又一次取得年
终奖金24100元，其应缴纳多少个人所得税？

韩先生应纳税额为：[24100-(3500-3400)]×
10%-105=2295(元)

(注：本文中关于年终奖纳税额的计算均
以个人取得年终奖当月的工薪所得是高于
或等于3500元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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