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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 函数在工资薪金所得税计算中应用的探索研究

文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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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工资薪金所得税计算方法的探索研究，对 ＭＡＸ 函数在工资薪金所得税中的应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工资薪

金所得税的计算带来了便捷。 从而在《Ｅｘｃｅｌ 在财务工作中的应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能够让学生学习到更为方便的工资薪

金所得税的计算方法，为《Ｅｘｃｅｌ 在财务工作中的应用》课程的课程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教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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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

日趋成熟，现代办公进入了数字化信息处理的新时

期。 而在国民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个人所得税已经

成为了财务部门每月在员工工资薪金发放中的必算

项目，尤其是在单位人员数目众多的情况下，其工资

档位参差不齐，个人所得税的 ７ 级累进税率计算过程

非常繁琐，耗时费力、且容易算错。 Ｅｅｃｅｌ 软件的公式

和多种函数的应用，可以将此工作化繁为简。
高职院校的财经类专业目前已经开设了《Ｅｘｃｅｌ

在财务工作中的应用》课程，其中，关于工资薪金所得

税较为流行的计算方法主要有 ４ 种，分别是：ＩＦ 函数

嵌套计算法、Ｖｌｏｏｋｕｐ 函数法、ＩＮＤＥＸ 函数法和 ＭＡＸ
函数法。 在高职教学的实践中研究发现，学生掌握

ＭＡＸ 函数法更趋高效、直观，因而本文推荐高职院校

的学生可使用 ＭＡＸ 函数来计算工资薪金所得税。

２　 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相关计算公式

个人所得税应税项目有多种，包括：工资、薪金

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

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

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其它所得。 不

同的个人所得，按照各自相应的纳税规定来纳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

决定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

过，中国公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确定为每月 ５ ０００
元。

工资薪金所得，适用 ７ 级超额累进税率，按月应

纳税所得额计算征税。 该税率按个人月工资、薪金

应税所得额划分级距，最高一级为 ４５％，最低一级

为 ３％，共 ７ 级。 超额累进税率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

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分的数额分别规定

相应税率，分别计算税额，各级税额之和为应纳税总

额。 目前流行的算法是将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

融入数学公式的变换，得出速算扣除数来进行简便

计算。 所得税税率表及速算扣除数见表 １。
　 　 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相关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所得额 ＝月度收入－起征点－专项扣除

（三险一金等） －专项附加扣除－依法确定的其它扣

除， （１）
应纳所得税额＝全月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２）



表 １　 工资薪金所得税税率表

Ｔａｂ． １　 Ｓａｌａｒｙ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ｓｃａｌｅ

级数 全月应纳税所得额（含税） 税率 ／ ％ 速算扣除数

１ 不超过 ３，０００ 元的部分 ３ ０

２ 超过 ３，０００ 元至 １２，０００ 元的部分 １０ ２１０

３ 超过 １２，０００ 元至 ２５，０００ 元的部分 ２０ １ ４１０

４ 超过 ２５，０００ 元至 ３５，０００ 元的部分 ２５ ２ ６６０

５ 超过 ３５，０００ 元至 ５５，０００ 元的部分 ３０ ４ ４１０

６ 超过 ５５，０００ 元至 ８０，０００ 元的部分 ３５ ７ １６０

７ 超过 ８０，０００ 元的部分 ４５ １５ １６０

　 　 值得注意的是，应纳税所得额并不是实际工资

收入，而是对纳税人领取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个

人缴纳的“三险一金”，并扣除“起征点”后的数额。
此外，新个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 ６ 项专

项附加扣除，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其专项附加

扣除的部分要按相关国家政策来进行。
例如，周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份应发工资是 １２ ０００

元，扣除起征点 ５ ０００ 元，扣除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等

“三险一金”２ ５００ 元后，则周某 １０ 月份取得的工资

应纳个人所得税须这样计算：
（１）应纳税所得额 ＝ １２ ０００ 元－５ ０００ 元－２ ５００

元＝ ４ ５００ 元（专项附加扣除，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

施）
（２）应纳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

扣除数＝ ４ ５００ 元×１０％－２１０ 元＝ ２４０ 元

３　 ＭＡＸ函数在工资薪金所得税计算中的应用

（１）ＭＡＸ 函数功能及语法格式

功能：在 Ｅｘｃｅｌ 中，ＭＡＸ 函数是用来返回最大值

的函数。
格式：ＭＡＸ（ｎｕｍｂｅｒ１，ｎｕｍｂｅｒ２，．．．）
其中，ｎｕｍｂｅｒ 参数最多为 ２５５ 个，ＭＡＸ 函数的

参数可以是数字、数组、逻辑值，也可以是引用。 例

如，ＭＡＸ（１，２，３，４）、ＭＡＸ（｛１，２，３，４｝）、ＭＡＸ（Ａ１：
Ａ５）、ＭＡＸ（Ａ１：Ａ５，３０）等。

（２）ＭＡＸ 函数在工资薪金所得税计算中的应

用。 假如，某单位工资表如图 １ 所示，仍以周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份应发工资是 １２ ０００ 元为例，扣除起

征点 ５０００ 元，扣除“三险一金”２ ５００ 元后，应纳税

所得额为 ４ ５００ 元，则周某 １０ 月份取得的工资应纳

个人所得税可以用 ＭＡＸ 函数这样计算：
Ｈ５＝ＭＡＸ（Ｇ５∗｛０．０３，０．１，０．２，０．２５，０．３，０．３５，

０．４５｝－｛０，２１０，１ ４１０，２ ６６０，４ ４１０，７ １６０，１５ １６０｝，
０）

其中，ＭＡＸ 函数中的各参数含义可表述为：Ｇ５
是应纳税所得额；｛０． ０３，０． １，０． ２，０． ２５，０． ３，０． ３５，
０．４５｝和｛０，２１０，１ ４１０，２ ６６０，４ ４１０，７ １６０，１５ １６０｝
是数组，分别对应所得税税率表中的“税率”和“速
算扣除数”数组。 数组中各数据之间可以西文逗号

“，”相隔，也可以用西文分号“；”相隔。
在此基础上，对此公式表示可解析为：将应纳税

所得额 Ｇ５，分别乘以数组｛０．０３，０．１，０．２，０．２５，０．３，
０．３５，０．４５｝中不同的税率，再分别减去数组｛０，２１０，
１ ４１０，２ ６６０，４ ４１０，７ １６０，１５ １６０｝中对应的速算基

数，在得到的一组数据中，取最大值。 当 Ｇ５ 小于 ０
时，因计算结果均为负数，所以在 ＭＡＸ 函数参数

中，增加一个参数 ０ 来取最大值，以保证结果不为负

数。
ＭＡＸ 函数计算出的结果也是 ２４０ 元。 从结果

中可以看出，与通常使用超额累进税率的计算方法

算出来的结果是一致的。

图 １　 ＭＡＸ 函数计算个人所得税

Ｆｉｇ． １　 ＭＡ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ａｘ

４　 ＭＡＸ函数在工资薪金所得税计算中应用的原理

为什么可以用 ＭＡＸ 函数来计算工资薪金所得

税呢？ 为什么依次计算不同级数的所得税金额，最
大的那个值就是应该交的所得税金额呢？ 这些问题

需要数学范畴的知识点来进行研究求证，具体如下。
仍以周某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份应发工资是 １２ ０００

元为例，扣除起征点 ５ ０００ 元，扣除 “三险一金”
２ ５００元后，应纳税所得额为 ４ ５００ 元。

根据工资薪金所得税税率表所示，周某应纳税

所得额为 ４ ５００ 元，按照第 ２ 级数来计算应纳所得

税额，正确的应纳所得税额为：
应纳所得税额＝ ４ ５００ 元×１０％－２１０ 元＝ ２４０ 元

如果将周某应纳税所得额 ４ ５００ 元按照每一个

级数均计算出结果，将得到以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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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级：应纳所得税额＝ ４ ５００ 元×３％ ＝ １３５ 元

第 ２ 级：应纳所得税额＝ ４ ５００ 元×１０％－２１０ 元

＝ ２４０ 元

第 ３ 级：应纳所得税额 ＝ ４ ５００ 元×２０％－１ ４１０
元＝ －５１０ 元

第 ４ 级：应纳所得税额 ＝ ４ ５００ 元×２５％－２ ６６０
元＝ －１ ５３５ 元

第 ５ 级：应纳所得税额 ＝ ４ ５００ 元×３０％－４ ４１０
元＝ －３ ０６０ 元

第 ６ 级：应纳所得税额 ＝ ４ ５００ 元×３５％－７ １６０
元＝ －５ ５８５ 元

第 ７ 级：应纳所得税额＝ ４ ５００ 元×４５％－１５ １６０
元＝ －１３ １３５ 元

从以上数据组观察可以发现，按照不同的级数

分别计算出应纳所得税额，最大的那个值才是正确

的值。 由于在计算出的数据组中，存在负数这一现

象，所以在 ＭＡＸ 函数参数中，加上一个参数 ０ 来取

最大值，以保证结果不为负数。
这一现象，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说，也是一致的。
假如将应纳税所得额 ４ ５００ 元设为 Ｓ，正确的应

纳所得税额为第 ２ 级计算：Ｓ × １０％ － ２１０ 元。 ７ 级

税率计算公式可以做如下比较：
（１）第 １ 级：
应纳所得税额 ＝ Ｓ × ３％ ＝ Ｓ × （１０％ － ７％） ＝ Ｓ

× １０％ － Ｓ × ７％
由于 Ｓ ＝ ４ ５００ ＞ ３ ０００，
所以 Ｓ × ７％ ＞ ２１０，
Ｓ × １０％ － Ｓ × ７％ ＜ Ｓ × １０％ － ２１０，小于实际

应纳所得税额。
（２）第 ３ 级：
应纳所得税额＝ Ｓ × ２０％ － １ ４１０ ＝ Ｓ × （１０％ ＋

１０％） － １ ４１０ ＝ Ｓ × １０％ ＋ Ｓ × １０％ － １ ４１０ ＝ Ｓ ×
１０％ － （１４１０ － Ｓ × １０％）

由于 Ｓ ＝ ４ ５００ ＜ １２ ０００，
所以 １ ４１０ － Ｓ × １０％ ＞ １ ４１０ － １２ ０００ × １０％

＞ ２１０，
Ｓ × １０％ － （１ ４１０ － Ｓ × １０％） ＜ Ｓ × １０％ －

２１０，小于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３）第 ４ 级：

应纳所得税额＝ Ｓ × ２５％ － ２ ６６０ ＝ Ｓ × （１０％ ＋
１５％） － ２ ６６０ ＝ Ｓ × １０％ ＋ Ｓ × １５％ － ２ ６６０ ＝ Ｓ ×
１０％ － （２ ６６０ － Ｓ × １５％）

由于 Ｓ ＝ ４ ５００ ＜ １２ ０００，
所以 ２ ６６０ － Ｓ × １５％ ＞ ２ ６６０ － １２ ０００ × １５％

＝ ８６０ ＞ ２１０，
Ｓ × １０％ － （２ ６６０ － Ｓ × １５％） ＜ Ｓ × １０％ －

２１０，小于实际应纳所得税额。
第 ５ 级、第 ６ 级、第 ７ 级照此方法比较也可以得

到同样的结论，均小于实际应纳所得税额（比较公

式略）。
所以，用 ＭＡＸ 函数来计算工资薪金所得税，只

有最大的那个值才是正确的应纳所得税额。 再加上

一个参数 ０ 来取最大值，以保证结果不为负数。

５　 结束语

通过对工资薪金所得税计算方法的探索研究，
重点讨论了工资薪金所得税的相关计算公式及计算

方法，对 ＭＡＸ 函数在工资薪金所得税中的应用进

行了深入分析，为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计算带来了便

捷。 在高职院校财经分院《Ｅｘｃｅｌ 在财务工作中的

应用》的教学过程中，将对 ＭＡＸ 函数在工资薪金所

得税计算中的应用这一计算方法进行推广，对

《Ｅｘｃｅｌ 在财务工作中的应用》课程的建设提供了非

常重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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