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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死亡后股票怎么办理过户——股票账户户主死亡了，
但是有个股票长期停盘不能卖出?这个账户怎么办?-股识吧

一、股票持有人昏迷 不知道股票账户密码
怎样进行过户或者重置密码？

一、指定监护人需要携带持有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单位或街道开出的持有人和指
定人的亲属关系证明，到本地法院，要求给持有人指定监护人，开具文书。
这个监护人必须是直系亲属。
二、重置密码或过户拿以上证件、证明、法院文书，到银行查询股票持有人的股票
、转账、账户信息、重置密码。
办理非交易过户：1. 股票受让人在当地证券登记机构要出据区、县级以上公证部门
开出的公证书，法院裁定需要由区、县级以上由法院出据财产判决书，此外，还要
提供双方人员的身份证件。
2. 开立受让人股票帐户卡。
出让人的股份可以转让给受让人，但出让人的股票代码卡、不能转让给受让人。
如果受让人没有股东代码卡，就需重新开立一个股东代码卡，用于受让股份的存储
。
3. 填写一份非交易过户申请书，一式三联。
第三联加盖业务章后，交受让人留存，作为受让凭证。
4. 缴纳手续费，按面额2%缴纳。

二、朋友去世股票交易没留下密码，家人无法买卖股票怎么办

一、办理遗产继承公证 出具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及被继承人的身份证、死亡
证明、遗嘱或继承人协议等相关资料，到公证处办理继承的公证手续。
二、办理遗产继承的手续 继承人需要提供下列证件办理相关手续：
1、三证，即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资金账户卡；
2、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
3、对证券和现金遗产的继承情况公证文件。
若只有一名继承人继承股票账户财产的，则由该继承人携带身份证等上述证明到被
继承人生前开立了资金账户的证券营业部办理；
如果为多人继承，可由所有继承人携带身份证等上述证明一起到营业部办理，或书
面委托一人到营业部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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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的过户与现金的提取 1、股东账户中股票的继承与过户。
由于股票作为遗产继承的过户与股票在二级市场的流通转让过户不同，需要通过非
交易形式的过户程序，股票才能从被继承人账户转入继承人账户。
如果继承者没开过股票账户，应先开一个股票账户，交一点税费；
否则转出的股票则无法转入，股票继承也就无法实现。
如果不想另行开户，可通过卖出所继承的股票兑现为资金，然后以取出现金的方式
实现继承的权利和权益。
2、资金账户中现金的继承或提取。
继承人必须在办理了继承公证和过户手续后方可提现。
即凭公证文书和上述继承人证件等资料，到证券营业部提取资金。

三、股票账户户主死亡了，但是有个股票长期停盘不能卖出?这
个账户怎么办?

展开全部首先按照《继承法》进行继承，继承方式可以按照公证方式或者法院审判
方式进行，然后以相关合法文书进行变更股票户主，变更后就可以按照新户主进行
正常交易了。
当然，要等到复牌后进行交易。

四、父亲过世，股票过户办理公证手续，需要多少钱？

你等好的价格卖了股票，然后再在你父亲指定的第三方存管银行拿着银行卡用密码
去取钱不就可以了吗？？销户？？没有必须的，你很长时间不交易就没什么问题了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证券帐号和密码，不知道卡密码，那就要去公安局开证明了！
可能还要到登记结算中心去办理手续！

五、股东去世了，股权如何处理？

首页学习法律免费提问首页 &gt；
学习法律 &gt；
中小企业 &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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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股东 &gt；
股权继承 &gt；
正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去世后，股权怎么处理？找法网原创2022-01-18
17：17：40已帮助 4342 人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不幸去世，那其股权的处理便会关系到继承人和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了。
股权当然也属于遗产的组成部分，但它不同于有形财产的继承，比有形财产的处理
要复杂得多。
1、公司章程没有另外规定的，股东去世后，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
东资格。
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如果公司章程没有作特殊规定，当股东去世后，股权属于遗产
的组成部分，股东的合法继承人可以要求继承股权。
2、公司章程有规定的，参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因素，股东之间需要较强的信赖关系，因此有限责任公
司对于新进入的公司股东会非常警惕，以防止在公司经营决策和利益分配上产生分
歧和矛盾，影响公司事业的发展，因此公司可能在章程中规定股东资格不可以继承
，此时股权不可以由继承人取得。
3、当其他股东不同意某人继承已去世的股东的资格时，一般采用股权转让的方法
处理股权： （1）如果有半数以上的股东不同意继承人成为公司新股东，则需要按
照继承人所确定的具体价款购买去世股东在公司中的股权，否则，视为同意继承人
成为公司新股东；
（2）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
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
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4、但是要注意的是，股东去世后，继承人不得抽回其对公司的出资。

六、如果某人死亡，其沪深证券如何更改用户，并且继续使用？

这种情况下：其沪深证券账户应该注销，若账户中有股票或其他证券及资金，可以
做非交易性过户。

七、股东死亡，股份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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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资格可以被继承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
继承股东资格；
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虽然该条款使用了“股东资格”这一字眼，但一般认为，股东资格既包括股权所
获得的财产权益，更意指股东身份。
公司法第76条将公司章程的规定置于优先地位，因此，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继承人
能否继承该股东资格从而可以参与公司的运营和决策，存在多个继承人的情况下该
股东资格应当如何继承、如何行使，都应当首先视该公司的章程而定。
例如，公司章程可以规定股权不得由死亡股东的合法继承人予以继承，或者规定继
承人继承股权须经过一定比例的其他股东的同意；
如存在多个继承人，公司章程既可以规定通过分割股权实现多名继承人均成为公司
股东，也可以通过规定股权只能完整地移转给继承人中的任何一名来排除股权的分
割。
如果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继承人无法继承股东资格，这并不意味着继承人的财产
权益得不到保障，还可以通过股权转让、股权回购等方式将股权变现，并按照法律
规定划定被继承人的遗产。
对此，公司法第72条规定了公司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也就是说，在同等条件下
，公司其他股东可以优先于公司外第三人购买该股权。
股权财产部分的继承股东身份的继承与股权财产部分的继承应当相区分，两者互不
影响。
对于股权财产部分的继承应当依据继承法的规定，如果被继承人留有遗嘱，根据“
遗嘱优先原则”，遗产应当按照遗嘱进行分割，相反，则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一个继承人继承了股东资格，毫无疑问，他便可以实际行使
股东权利，但是该股权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并不全部属于该继承人，他应当首先将其
中属于被继承人配偶财产的部分归还于该被继承人配偶，还应当就其中属于其他继
承人的份额作出相应的补偿。
如果公司章程允许股权分割继承，那么，就很可能实现股东身份继承与股权财产部
分继承的同步，即多位继承人可以分别持有属于自己份额的股权，都成为该公司的
股东。
但前提仍然是遗产的范围仅限于属于被继承人的股权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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