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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减持股票如何交税股票减持营业税要不要交？如
何合理地股票减持营业税避税？-股识吧

一、原始股抛售时是否要交税

要收税的，由卖出的证券营业部代扣。
以下是具体规定和降低缴税的方法。
优惠政策：1、税收构成上市公司大小非限售股股东分机构类型股东和个人股东，
在股票到解禁期限后，股东们的解禁所得收入分别需要缴25%的企业所得税或20%
的个人所得税。
其中个人所得税中有部分可以根据地方政府税收政策的不同可以实现不同比例的优
惠。
2、缴税金额计算个人转让限售股，以每次限售股转让收入，减除股票原值和合理
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社会上出售的所谓“原始股”通常是指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向社会公开募集的股份
。
通过上市获取几倍甚至百倍的高额回报。
通过分红取得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回报。
扩展资料注意事项：企业负债情况要看发售股票企业负债的额度。
购买某企业的股票时要特别注意该企业公布的一些会计资料报告，这些资料报告发
售企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产净值等。
看溢价比例要看溢价发售的比例。
企业发售股票大多采取溢价发售的办法。
溢价发售的比例越小，购股者的风险性越小，溢价发售的比例越大，给购股者造成
的风险性就越大。
看预测股利要看预测分红的股利。
股利越高说明资金使用效果越好，这当然是投资者最为期望的。
所以，在选择购买股票时，要看预测分红股利的高低，股利高的是优先选择的对象
，低的应当慎重购买。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原始股

二、大股东增持股票要交税吗

股票要卖出时才缴印花税，增持是买入行为，所以不交税。
股东增持毫无疑问对股票的利好的，特别是大股东增持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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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以下两点：1、一方面是对公司长期看好，有些公司是官方增持，还有就是
管理层增持，这都是对公司未来相当看好，有些公司是手上有大量的订单，以及未
来一段时间还会有大量的潜在订单，因为没有人比公司管理层更加了解自己公司的
了。
2、另一方面是觉得公司的股价被低估，这种方式的增持多数都是来自于大盘一轮
下跌之后，很多个股也都跟随大盘下跌，股价跌幅很大，这个时候公司就觉得股价
已经很便宜了，已经严重被低估了，于是自己先进去抄底，这也是属于自己的公司
自己最了解的缘故，比如说公司的股价正常区间是在10元左右，那么现在股价只有
7元， 较正常估值便宜了30%左右，已经被低估了，那么公司以及管理层也会心动
，因为不仅仅散户以及机构在炒股，上市公司也是一样，人家抄底自己家的股票更
加有把握。

三、公司股东之间股权转让需要缴纳哪些税？

大小非减持优惠方案(按地税90％奖励计算) (实际个人只交税20%-20%×40%×90%
=12.8%)(个人限售股减持税收优惠、大小非减持、原始股减持、抛售员工股、高管
离职卖股票) 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
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限售股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以限售股持有者为纳税义务人，以个人股东开户的证
券机构为扣缴义务人。
限售股个人所得税由证券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减税方案：一.
按限售股减持征收个人所得税总额的36%（地方税收留存的90%）支付奖励费用。
目前采取如下两种方式操作：1）减持成交金额不到一亿的投资者可以享受应纳税
总额地方留存的90%给予优惠返还。
二次征税不要求强制执行。
2）减持成交金额超过1亿以上的投资者可以享受应纳税总额地方留存的100%返还
，二次征收要求执行（有纳税凭证）。
二. 该奖励政策从2012年3月12日起执行，有效期3年。
如遇国家财税政策调整而做相应调整。
三. 上市公司自然人股东限售股减持奖励于缴纳税收全部入库（一般为交易次月15
日之前进行纳税申报及清算）后7个工作日内兑现。
应纳税所得额=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原始值+合理税费)如果纳税人未能及时提供
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一律按照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和
税费。
证券公司预扣预缴的个人所得税，在规定时间上缴当地税务部门纳税保证金账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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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税务部门必须将其60%上缴国库，40%地方财政留存。
对于地方财政留存部分的可以90%返回给客户。
高额的税收优惠，大大降低了客户的限售股减持成本。
(实际个人只交税20%-20%×40%×90%=12.8%)案例：若个人应缴税款为100万，则
其中60万上缴中央，40万归地方政府所得，地方政府以此作为计提总额奖励90%，
纳税人可获政府财政奖励36万。

四、个人股东减持有什么样的含义，为何会有税收优惠政策呢？

个人股东减持股没有什么含义，国家税收优惠是鼓励股民参与投资的一种措施，因
为减持股一般获利，按政策规定应该缴纳的税率税种很复杂，而且很高，所以给予
一定的优惠。
本质并不是国家鼓励个人股东的减持行为，相反是鼓励个人参加投资。

五、原始股减持税收是多少？

原始股减持税收由各级地方政府优惠力度来决定，目前全国通过返还80-90%来实现
减持原始股税收，80-90%返还当中，不包含个人所得税，最终的综合税负率高达20
%以上。
江西地区采取包含国税、地税、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最佳原始股减持税收优惠通道，
低至8.77%。
所有税收一次性结清，无二次征收的危险。
具体详情请百度大昔大渝，口碑好，专业解答综合税负率的相关问题。

六、公司套现原始股怎么交税?

1、限售股解禁时，个人交税在是获利后抛售后，进行收取。
2、经国务院批准，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2
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个人转让从上市公司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所得继续实行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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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政策。
3、转让限售股所得将征20%个人所得税，计征方法是，以每次限售股转让收入，
减除股票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是抛售成功时资金交割未收当时就扣掉了20%！

七、原始股减持税收是多少？

原始股减持税收由各级地方政府优惠力度来决定，目前全国通过返还80-90%来实现
减持原始股税收，80-90%返还当中，不包含个人所得税，最终的综合税负率高达20
%以上。
江西地区采取包含国税、地税、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最佳原始股减持税收优惠通道，
低至8.77%。
所有税收一次性结清，无二次征收的危险。
具体详情请百度大昔大渝，口碑好，专业解答综合税负率的相关问题。

八、原始股卖出交多少税

公司刚上市时原始股东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是指卖出原始股时，需要交20％的
税。
后面的股票，不是原始股交易的不需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
只需要在股票交易时自动扣的股票交易费就行。
为了完善、促进资本市场，转让上市公司的股票暂免征个人所得税，但是在证券市
场以外的个人股权转让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股票交易手续费包括：1、印花税：单边收取，卖出成交金额的千分之一（0．1％
）。
2、过户费：仅限于沪市，每1000股收取1元，低于1000股也收取1元。
3、佣金：买卖双向收取，成交金额的0．02％－0．3％，起点5元，因证券公司不
同而有所浮动。
扩展资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证监会于2009年12月31日联合发布了《关于个
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决定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计算方法是：应纳税所得额＝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应纳税
额＝应纳税所得额×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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