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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股交税怎么算-欧美股市有个人所得税吗?-股识吧

一、美国人如何纳税

国内媒体上常有这样一些消息，每当有美国人对政府某项政策提出批评时，往往理
直气壮地说这是花我们纳税人的钱。
开始不知道美国人究竟纳了多少税，为什么总以纳税人自居。
到了美国，才知道美国的税确实很重，很多税都是个人交纳的，于是理解了纳税人
的含义。
只要在美国境内有经济收入和支出，无论你是本国人还是外来者，都要纳税。
收入方面，首先是所得税，起征点接近于零，即使每年收入五美元都得纳税，采取
累进税制，税率最低10％左右，最高38％。
年工资一般为15－20％。
这是联邦政府制定的所得税，除此之外，各州还另收所得税，税率一般为5％左右
。
有些州为了吸引人到那里投资或工作、居住，便降低税率，有的甚至不收。
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就不收，所以不少人退休后到佛罗里达州买房养老，那里
除了环境宜人外，不收州所得税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是社会保险税和医疗税，这不是用于自己的医疗和将来养老，而是用于全社会
统筹的社会保障支出和贫困者医疗补助的（个人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另外扣除）。
这几种税加起来，占工资的近四分之一。
此外，属于个人收入方面的税还有财产税、奖金税、遗产税等等。
特别是财产税，税率1.5％，一辆普通汽车和一幢普通住房，每年要交纳财产税二
三百和二三千美元。
个人收入交税理所应当，但支出即买任何东西都要交税就很难理解，然而美国就是
这样规定的。
购物、餐饮、旅游、文化娱乐，几乎任何一项支出都要交税，统称销售或消费税。
各州的消费税率也不一样，一般在4％－5％之间，纽约等大城市则高达8％。
不少人驱车几百里到消费税低的州购物，从地区差里节省出开支。
美国的税收法规和纳税制度十分严格和严密，除了少数富豪通过律师在财产或遗产
上做手脚逃税外，一般人是难逃纳税的。
在美国常听到这样一个笑话：美国人有两个逃不了，一是死亡逃不了，二是税逃不
了。
个人收入所得税、社会保险税和医疗税由所在单位发工资时代扣，临时工的报酬也
是如此。
消费税更是一分钱也漏不掉，在任何商店购物都是电脑结账，结账单上专列税款数
，商店一并收取，即使买几十美分大葱也要收几美分税。

                                                  页面 1 / 5



欧美股市有个人所得税吗?    gupiaozhishiba.com
 

税务局每年随机审计约5％的纳税人，一旦发现偷漏税的，不仅要补交税款和利息
，还要受重罚，一般的美国人都是谈审色变。
一个工薪阶层的人，一年收支两方面纳的税款约占工资收入的三分之一，如年薪五
万美元左右，一年要给国家贡献一万多美元的税，政府仅这一项财政收入就有万亿
美元以上，而公司、银行、商店等法人单位所纳的税款，更是一笔惊人数字。

二、买股票纳税额是多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
）第三条第八款规定：“金融企业（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股票、债券
买卖业务以股票、债券的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买入价依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以股票、债券的购入价减去股票、债券持有期间取
得的股票，债券红利收入的余额确定。
” 鉴于规定是要对持有期间取得股息红利收入征收营业税，故纳税人买入股票、
债券后，持有期间的红利收入大于股票、债券的购入价，应以卖出价继续减去买入
价减除股息后的负值即卖出价加股息大于买入价的部分确认营业税额计算征收营业
税。

三、欧美股市有个人所得税吗?

有。
但是计算方法非常复杂。
主要是人家有抵税的条款。
比如消费了，可以抵税。
另外，每个人还有一些免税账户，比如个人养老储蓄账户，用这个账户买卖股票什
么的可以免税或者延迟纳税。

四、美国股票投资利得税是多少

股票投资利得税也就是资本利得税 个人和企业都要为资本利得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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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个人来说，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超过1年的投资）税率较低，2003年
，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被调降到15%（对于归入最低和次低所得税缴纳人群的两类
人，资本利得税为5%）。
短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税率较高，与一般所得税税率相同。
然而在2022年，所有被调降的资本利得税率将回复到2003年前的水平，即20%。
被调降到15%的资本利得税率本应该2008年终止，2006年5月被Tax Reconciliation
Act延长到2022年。
被豁免资本利得税的情况包括： * 当出售一份房产时，如果该房产是出售者在出售
前5年中的2年的主要居所，出售者可获得250，000美元（对单身）或500，000美元
（对夫妇）的资本利得税豁免份额。
* 资本利得计算的是净值，即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损失。
所以，当每年年终缴税前，美国会出现这样一个趋势，很多投资者会将他们正处于
亏损状态的资产出售。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投资损失超过了投资收益，净损失可以被利用在一般所得税的
减免中。
每年每个个人可以申报3，000美元的净投资损失，用来减免一般所得税。
剩余的投资损失还可以归入下一年继续用来计算下一年的资本利得净值。
企业还被允许将本年度的投资净损失抵消上一年度投资收益，从而获得一定的退税
。

五、股票税率怎算出来的？

1.当前买入股票需要交的费用包括：佣金（就是你所谓的税率吧）、过户费，佣金
里已经包括了监管费等三项规费，没什么通信费了；
2.按你给出的价格，无法计算你的佣金率，因为你买两手总共是2902元，证券公司
现在一般起步收费是5元，而（14.536-14.51）*200＝5.2元，基本上就是按起步价收
的了，所以你的佣金应该在标准佣金范围之内，即千分之一点六之内，也就是说不
会高于千分之一点六，具体多少你要去问一问开户的证券公司；
3.这里还有个问题，如果你买是上海的股票，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上海的股票
要收取一元的过户费，这样算下来，你交的佣金总额是5.2-1＝4.2，然后用4.2除以2
902就得出佣金率了：大约千分之一点四至一点五之间。

六、股票是按多少收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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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都收，税0.1%，过户费每次1元，拥金不超过0.3%（每家证券公司是不同的）
，不到5元按5元计收（也有收10元的证券公司），网上交易拥金一般在0.2%左右，
但起步费还是一样的（5-10元）

七、公司股票在美国上市，持有期权，请问期权行权后要交税吗
?具体税种和税率是什么?

如果你个人持有股票期权，将行权后的股票卖出就比照个人所得税--“财产转让所
得”水幕征收个人所得税（数率20%）（具体计算方法为：行权日市场价格-
购买期权日价格
这两者的差价做为所得）特别注意：如果是持有境内上市公司的股票---免征收
境外上市公司--依法征收

八、欧美股市有个人所得税吗?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6号
）第三条第八款规定：“金融企业（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股票、债券
买卖业务以股票、债券的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买入价依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以股票、债券的购入价减去股票、债券持有期间取
得的股票，债券红利收入的余额确定。
” 鉴于规定是要对持有期间取得股息红利收入征收营业税，故纳税人买入股票、
债券后，持有期间的红利收入大于股票、债券的购入价，应以卖出价继续减去买入
价减除股息后的负值即卖出价加股息大于买入价的部分确认营业税额计算征收营业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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