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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股票收入如何缴税、投资美股如何报税-股识吧

一、投资美国股市的收入如何纳税?

1、如果是中国居民购买美股，按照有关规定，应当主管地税机关如实申报自己的
境外收入。
目前来看，股息、红利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是20%，按年征收。
同时，准予在应纳税额中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额。
但扣除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义务人境外所得依照中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
额。
若是中国的居民企业在美国股市有投资收入的话，应当于第二年初汇算清缴时合并
到境内收入里如实申报、纳税，目前法定税率是25%。
同样，准予在应纳税额中扣除已在境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但扣除额不得超过该纳税义务人境外所得依照中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
额。
2、一般谈及的美国股市包含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
及纳斯达克证券市场 (Nasdaq Stock Market) 上市的股票 。
美国主要的股票交易市场： 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纳斯达克证券市场NASDAQ，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店头市场 Over-the-
Counter．

二、在国外炒股收入需要在中国交税吗

不用交。
持股时间超过18个月的利润要缴10-20%的税，持股时间少于18个月内的直接并进个
人收进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国人买卖美国股票要比美国公民更有上风，中国大陆地区
居民的红利税率为10%。
美股派发的红利则要交税。
美国人炒股所得要交纳资本利得税。
中国人炒美股则不用缴纳资本利得税，声明你的外国人身份。
开户时记得填写W-8Ben表格，通常由券商直接从分红中扣除 。
扩展资料：股票收益1．股票转让：个人在购买股票后，一部分人会进行股票转让
，通过交易的差价来获取收益。
而这种行为产生的收益属于“财产转让”的应税项目。
因此国家规定，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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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票分红：个人持有股票期间获得的股息红利收益，则属于《个人所得税中》
的“利息、股息和红利”。
根据相关规定，适用20%的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
另外需要说的是，个人取得企业债券利息，也需要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三、炒美股在中国如何收税？收20%还是45%？

美股对非美居民是免个人所得税的，用国内身份证开户，要填W8免税单才能开户
。
从来没有明文规定国外炒股收益要交税，而且因为外汇管制下，根本不鼓励普通居
民资金汇出进行投资，从国外的户口投资后产生后益也无从追溯。
所以钱从国外汇回来不需要交税。

四、美国股市盈利后需要交多少税

在美国个人和企业都要为资本利得缴税,现在税率为20%。
美国国税局允许个人利用有关税收规划策略来研制缴纳资本利得税。
为了避免征税对投资产生的抑制作用，资本利得税一般采用较低的比例税率。
有些国家则把对已实现的资本利得课税并入个人所得和公司所得中一起计税，而没
有另立资本利得税。
与很多其它国家不同，美国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国家，都要向美国国税局缴纳所得
税。
因此对美国公民来说，很难利用世界上的个人税收天堂来避税。
虽然某些离岸银行帐户宣称可以被用作税收天堂，但是事实上美国法律要求美国公
民申报离岸银行帐户的收入，否则将构成“漏税”。
扩展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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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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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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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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种批评意见的解释是，资本利得税并不在资产拥有者未发生变更的时候征收
，也就是说资产还未出售的时候，不征收资本利得税。
当一个人出售了资产后，他自然无需为该资产未来的收入增长缴纳所得税。
双重征税论点的其它缺陷还在于，某些资产不出售是不会产生任何未来收入的，比
如艺术品。
参考资料来源：搜狗百科-资本利得税

五、国外股票所得要交个人税吗?怎么收的?

这一块是这样的.对于员工的期权依期实际支付时低于市场值的差为工资薪金所得
来征税的.应纳个人所得税税额=（应纳税所得－扣除标准）*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扣除标准1600元/月。
不超过500元的，税率5%，速算扣除数为0；
超过500元至2000元的部分，税率10%，速算扣除数为25
超过2000元至5000元的部分，税率15 %，速算扣除数为125
超过5000元至20000元的部分，税率20 %，速算扣除数为375
超过20000元至40000元的部分，税率25%，速算扣除数为1375
超过40000元至60000元的部分，税率30%，速算扣除数为3375
超过60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税率35%，速算扣除数为6375
超过80000元至100000元的部分，税率40%，速算扣除数为10375
超过100000元的部分，税率45%，速算扣除数为15375

六、在美国股票买股票赚了钱要怎么缴税啊

利润部分是百分之二十的税你兑换成现金的时候要交税或者是年初这些利润要交税

七、国外股票收益所得税

1.如果是个人，适用税目为个人所得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税率为20%2.
如果是企业，适用税目为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5%，无营业税。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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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投资美股如何报税

北美股票投资获利所涉及的税务主要是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也称资本所
得税），其总的原则是一年之内所有交易挣到的钱，减去亏掉的钱，再减去交易的
手续费，如果结果是正数（净收益）就按照规定的税率上缴资本利得税，如果是负
数（净损失）就用来抵消其它年份的净收益。
对于美国的税务居民，你要考虑长期资本利得税和短期资本利得税两种算法：持股
时间超过一年的投资收益属于长期资本所得，不到一年的属于短期资本所得。
这两者的税率不同，短期资本所得的税率与你的个人所得税率（Income Tax）是一
样的，而长期资本所得的税率较低，目前是15%（如果你属于最低或次低所得税缴
纳人群，这个税率是5%）。
不过，从2011年起，长期资本利得税率将调整至20%。
对于加拿大的税务居民，你不用考虑长期投资还是短期投资，只要把所有投资收益
的50%按照你的个人所得税率进行报税，另外50%的投资收益是完全免税的。
当然，如果你这一年没有净收益，只有净损失，你就要如实申报并记录在案，以便
用来抵消其它年份的净收益。
如果你是住在美国或加拿大以外的外国居民，原则上，你买卖美国或加拿大的股票
是不需要向这些国家缴纳资本利得税的。
但是，这些国家都有规定，如果你在美国（或加拿大）居留超过半年，在税法上将
被视为美国人（或加拿大人），你投资美股的收益就要照常报税。
由于税法条目繁多，我建议你向专业会计师咨询，你的个人情况可能需要特别处理
。
（作者：三维预测 Raymond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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