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98· 2015.13

复杂计件工资计算模型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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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一些特殊而复杂的计件工资计算，市场上没有现成的系统或模型，需要另行设计一个Excel模型，
才能满足这些企业的需要。本文探讨了产品分段计价、优先提成、非定编生产扣补等特殊情形下集体计件工资计算

模型的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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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计算形式主要有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工业企

业一般采用计件形式，包括个人计件和集体计件。个人计

件工资按照职工个人生产产品的数量乘以计件单价计

算，如果一个工人同时生产了多种产品，就将各种产品的

计件工资累加。对于一些需要多人一起才能进行的产品

生产，则采用集体计件工资形式，先计算出集体计件工资

总额，再按照一定的标准在参与生产的各个工人之间进

行分配。对于这两种基本的计件工资计算，现有的各种

ERP系统都提供了相应的功能，一些免费的Excel工资计
算工具也可供使用。但是对于一些特殊而复杂的计件工

资计算，就没有现成的系统或模型，需要另行设计一个

Excel模型，才能满足这些企业的需要。
一、复杂计件工资的形式

显然，复杂计件一般是在集体计件的情形下出现。本

文探讨的复杂计件工资就是在集体计件的基础上，出现

的以下三种情形及其组合。

1. 按产量分段计价。不同车间班组一般生产不同的
产品，有时同一个班组在不同的时间段也会生产不同的

产品。为了鼓励工人提高产量，一些企业对于超过一定数

量的产品实行更高的计件单价。实际工作中，分段计件一

般采用超量累进计价形式，有点类似于个人所得税计算。

为了方便计算，企业通常采用在全额累进计价的基础上

扣除一个速算扣除数的方法，来获得超额累进计价结果。

当然，如果想制约工人增产，理论上也可能有超量累减形

式，但实际工作中用的不多。

2. 先提成再进行集体分配。一些负有特殊责任的工
人，除与他人一起参加劳动外，可能需要单独额外付出劳

动。这部分额外劳动是进行集体生产必需的，却又不能由

多人一起共同完成，因此需要优先得到补偿。比如轧钢企

业退火车间的看火工，在装炉和出炉时和他人一起生产，

但在退火期间需要单独守候查看炉温和时间情况。退火

车间的集体计件工资总额根据退火产量和计件单价计

算，扣除支付给看火工的定额提成后，按照考勤情况和岗

位系数在各组员之间进行分配。

3. 非定编生产比例扣补。班组全部成员一起进行定
编生产是集体计件的常态，但有时个别成员可能会因病

因事等各种原因缺勤，或者员工辞职尚未有合适的新员

工，只好由剩下的成员在缺员情况下进行生产；也有可能

企业招收了较多的新员工，需要混合在老员工组成的班

组里暂时进行培训试用，导致超员生产。在进行集体计件

的生产中，产量主要受制于机器工作时间，超员生产或缺

员生产主要是对生产工人的劳动强度带来影响，而对产

品产量的影响不大。为了使工人付出的劳动和所得的报

酬互相匹配，适当均衡员工工资水平，很多企业规定超员

生产由公司按一定比例支付超员人员工资，缺员生产则

将缺员人员工资的一定比例扣除，或转作公司年终奖励

基金统一分配。

二、工资计算模型样式设计

设计工资计算模型的基本目标是合理构建工资计算

模型样式，并正确定义需要自动计算单元的取数公式，以

便在录入原始数据后能快速准确地生成有关结果数据。

在进行样式设计时，必须满足工人了解每天及当月工资

情况的需要，并确保所需的结果数据能够准确地计算出

来；设计的界面要尽可能简洁明了，计算过程清晰；要尽

量消除基础数据重复录入和中间步骤的手工转录，如果

确有必要重复呈现有关数据，必须采用自动取数方式，以

减少录入错误，最好有自动核查或容错功能，提高处理效

率和准确性。

在进行计件工资计算模型样式设计时，基础数据的

内容和形式影响很大。基础数据通常包括工资政策和生

产记录。工资政策包括班组定员标准，岗位及系数，计件

方式和计件单价，单独提成标准，超员或缺员生产工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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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比例等。如果企业全面实施了ERP系统，或者上述内容
已经电子化和数据库化，那么在计件工资计算模型样式

中，基础数据可以不予设置；如果工人获取工资数据的唯

一渠道就是工资计算表，那么这些内容就要予以充分体

现。通常情况下，工人对工资政策应该是关心并了解的，

所以这些数据一般可以直接引用。

生产记录包括工人考勤记录，从事工作岗位及系数，

产量记录等。这些记录由班组进行填写，经有关人员审核

确认签字后作为计算工资的直接依据，是数据量最大、工

人最为关心的基础数据。所以，我们设计的模型将复杂的

工资政策数据单独呈现，将简单的工资政策数据直接体

现在计算过程里，样式表中只考虑基础数据、必要计算过

程和结果数据。具体样式分为三部分：一是每日班组合计

数据和中间数据，共8列，即A至H列；二是每日个人考勤
记录和计件工资数据，每人 7列，企业一个班组通常 5人
左右，考虑到超员或中途换人，预置10人，共70列，即 I至
CU列；三是每日产量记录和定额工资总额数据，每日 5
列，预置 31日，共 165列，即CV至 IT列。将三者结合在一
起时，为了界面整齐，保持表头行数一致，增加了一些企

业和工人都关心的中间数据。同时，为防止一些数据被循

环调用，在不影响表格所需数据项的基础上，对个别数据

的位置顺序进行了调整。每个班组每月设计成一张Excel
表，各部分表头和第一行表体样式及相应地址如图 1、图
2、图3所示。

上述三图中，日期在模型中是固定的，标有数字 0的
单元格只能根据公式自动计算数据，其他单元格需要输

入基础数据，具体包括职工姓名、每日出勤、岗位、每日生

产产品、产量等。

三、表头数据定义

表头数据是根据相应部分表体数据进行累计或平均

而成。由于表体数据总是和某些表头数据处于同一列，在

定义表头数据计算公式时，要对其进行扣减。本模型各部

分表头数据Excel计算公式定义如下表所示。

四、模型内取数单元公式定义

模型内取数单元计算过程，不需要调用本模型以外

的工资政策数据表中数据，而仅需利用本模型内有关数

据就可以进行计算。我们按照数据形成的逻辑顺序对上

述三个部分中的各个计算公式进行定义，其中每个部分

只对其第一行数据进行设置，其他部分采用自动填充方

式生成。

1. 每日产量记录和定额工资表体数据定义。本部分
表体待定义数据包括单价、速扣数、金额，只有金额数据

在模型内取数。表体中的金额是指当日生产一定数量的

某种产品的定额工资，根据产量数据、单价和速扣数进行

计算，计算公式为：金额=产量×单价-速扣数，其Excel公
式为：cz5=cw5∗cx5-cy5。

2. 个人考勤和计件工资数据公式定义。本部分表体
待定义数据包括岗位系数、本日提成、本日分配、本日小

计四项，后两项在模型内取数。

本日分配指该工人当日可以分配到的计件工资额，

根据个人的出勤记录、岗位系数以及当日单位系数工资

确定。计算公式为：本日计件工资=出勤情况×岗位系数×
当日单位系数计件工资；当日单位系数计件工资=当日可
分配工资÷当日实际系数之和，故本日计件工资=出勤情
况×岗位系数当日可分配工资÷当日实际系数之和，其
Excel公式为：m5=j5∗l5∗h5/e5。
本日小计指本日该工人应该得到的全部劳动报酬，

数值等于本日计件与提成之和，其Excel公式为：o5=m5+
n5。

3. 每日班组合计数据和中间数据公式定义。本部分

图 1 班组合计数据和中间数据

图 2 个人考勤记录和计件工资数据

图 3 班组产量记录和定额工资数据

数据类型

每日产量记录和定额
工资

个人考勤记录和计件
工资

班组合计和中间数据

数据名称

定额工资
总产量

月提成
月分配
月累计

累计应付工资
累计分配工资
累计提成
平均计资系数

excel计算公式

cw3=sum（cz:cz）
cy3=sum（cw:cw）-cw3

J3=sum（n:n）-n3
l3=sum（o:o）
n3=sum（m:m）

b2=sum（f:f）-f2
d2=sum（h:h）-h2
f2=sum（g:g）
h2=b2/（sum（b:b）-b2）

表头数据公式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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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体待定义数据包括当日定额工资、系数定额、实际系

数、计资系数、应付合计、提成、可分配工资等七项。除了

系数定额外，其他均需从模型内取数进行计算。

定额工资，是指按照当日不存在超员缺员情况下，根

据生产产量和计件单价计算的集体计件工资，金额应该

与每日班组产量记录和定额工资数据表中的相应数据相

同。为了简化公式并能进行自动填充，引入单元地址偏移

函数offset，定义其Excel公式为：b5=offset（$cw$3,0,5∗row
（）-25）。

实际系数指出勤的班组成员岗位系数之和，计算公

式为：实际系数=∑班组成员岗位系数×出勤情况。其中，
出勤情况“1”表示出勤，“0”表示缺勤。同理，为了简化公
式并能进行自动填充，引入乘积求和 sumproduct函数、求
余mod函数和列标 column函数三个函数。由于各班组成
员出勤情况和岗位系数在 j至 cp列，且按一定规律分布，
实际系数的Excel公式定义为：d5=sumproduct（j5:cp5∗l5:
cr5∗（mod（column（j5:cp5）,7）=3））。

计资系数是指按产量和计件单价计算所得的定额计

件工资总额，是调整企业当日实际应支付的计件工资总

额的系数，是由缺勤或超员生产而引起的。计算公式为：

计资系数=1+（实际系数-系数定额）×扣补比例/系数定
额。为方便说明，假定超员补助比例为60%，缺员扣除比例
为 50%，则其 Excel公式为：e5=if（d5-c5>0,1+（d5-c5）∗
0.6,1+（d5-c5）∗0.5）。
应付合计是指考虑超员缺员扣补后的定额计件工资

金额，是公司实际应该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计算公式

为：应付合计=额定工资×计资系数，其Excel公式为：f5=
b5∗e5。

提成是指根据规定在计件工资总额中，需要单独优

先提取并支付给特定岗位工人的金额。班组当日合计提

成应该与当日个人考勤记录和计件工资数据表中相应数

据保持一致。其 Excel公式为：g5=sumproduct（n6:cu6∗
（mod（column（n6:cu6）,7）=0））。

可分配工资是指按岗位系数计算，当日可用于向班

组出勤人员进行分配的工资金额，它等于当日应付合计

数与当日提成之差。其Excel公式为：h5=f5-g5。
五、模型外取数单元公式定义

模型外取数单元计算涉及本模型内置数据以外的工

资政策数据表，主要有计件单价及相应的速扣数、每日岗

位系数和提成额、班组定额系数。为方便使用，本文按班

组分别组织相应工资政策数据，并存放在与本模型相同

文件的“某班组工资政策”工作表中。其中一班组工资政

策工作表的内容与形式举例如图4所示。
1. 计件单价及相应的速扣数。计件单价和速扣数涉

及工资政策中的分段计件单价数据，该部分数据存放在

班组工资政策工作表F至 I列。为了能自动根据基础数据

确定相对应的单价、速扣数，需要引入矢量形式的 lookup
函数。它是在一行或一列区域（称为矢量）中查找数值，然

后返回另一行或另一列区域中相同位置处的数值。为自

动确定计件单价和速扣数，首先要在产量上限列中找到

和实际产量相匹配的值，再定位其相应的计件单价和速

扣数。故定义其Excel公式分别为：cx5=lookup（cw5,一班
组工资政策! $g:$g, 一班组工资政策!$h:$h）、cy5=lookup
（cw5,一班组工资政策! $g:$g,$i:$i）。

2. 岗位系数及提成。每日岗位系数和提成额涉及工
资政策中的岗位定员及系数数据，该部分数据存放在班

组工资政策工作表A至E列。为了能自动根据出勤工人岗
位确定相应岗位系数和提成额，首先要在岗位列中找到

和工人岗位相匹配的值，再定位其相应的系数和提成。其

Excel公式可以分别定义为：l5= lookup（k5,一班组工资政
策! $b:b,一班组工资政策!$d:$d）、n5= lookup（k5,一班组
工资政策! $b:b, 一班组工资政策!$e:$e）。

3. 每日系数定额。每日系数定额也涉及工资政策中
的岗位定员及系数数据，它实际上就是班组岗位系数的

合计值，与岗位系数公式定义基本相同。首先要在岗位列

中找到“班组合计”值，再定位班组合计相应的系数值。其

Excel公式为：c5= lookup（“班组合计”,一班组工资政策!
$b:b,一班组工资政策!$e:$e）。
完成上述核心工作内容后，再对模型进行自动填充，

将其扩展至对应区域。首先选择第二部分表体第一行7列
数据，向右填充10人至CU列，选择第三部分表体第一行
5列数据，向右填充31日至 IT列；然后再选中表体第一行
全部数据，向下填充31行至第36行。最后，通常要对禁止
修改的单元进行锁定保护，设置保护密码，使只有正确输

入密码者才能修改本模型，从而防止有意或无意的不当

改动，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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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班组工资政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