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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分红如何扣税的：股票红利怎样征税的？-股识吧

一、股票分红如何缴纳个税？

农产品种植、养殖如何享受税收优惠？企业因汇率变动产生损益是否作纳税调整？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近日针对近一段时间纳税咨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统一解答
。
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几个自然人共同设立合伙企业，企业投资购买上市公司股票取
得分红的情况经常发生，应该如何纳税？纳税服务司介绍，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
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
纳个税。
纳税服务司还介绍，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息、红利的，应确定
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
计算缴纳个税，对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股票转让所得，应按照个体工商户的生产
经营所得项目征收个税。
企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如何享受税收优惠？根据相关规定，企业购入农、林、牧、
渔产品，经过一定生长周期的种植、养殖，符合相关条件，可视为农产品的种植、
养殖项目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
那么，经过一定的生长周期具体为多长时间？纳税服务司介绍，由于所涉及的种植
、养殖品种种类不同，其生长周期也会长短不一，需要差别化对待。
因此，税务总局在相关规定中没有对“一定的生长周期”划定统一标准。
“在具体操作掌握中，应主要依据生物形态是否发生显著变化或其使用价值是否明
显增加等因素，来确定其是否符合‘一定生长周期’的要求。
”纳税服务司还介绍。
汇率变动形成的损益企业如何调整纳税？对企业来说，由于汇率变动形成的未实现
的汇兑损益，是否应作纳税调整？新华社电

二、股票红利怎样征税的？

你好，股息红利税指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分红征税。
对一年以上的长线投资者，红利税减半征收，税负为5%;对一月以内短期买卖的投
资者加倍征收。
股票红利税是多少 1、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需要缴纳20%的税收。
获得现金分红100元，需要缴纳20元红利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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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需要缴纳10%的税收。
获得现金分红100元，需要缴纳10元红利税 3、持股期限1年以上
，享受优惠政策，暂时免征红利税。
股票红利税算法： 1、股票10送8派1.6元，你有100股票，送：10000*(8/10)=8000股
，红利税按股票面值1元计征20%个得税：8000*1*20%=1600元
2、派1.6元：10000*(1.6/10)=1600
个得税：1600*20%=320元实际交纳个得税=1600-1600-320=320元 实际上，上市公司
送的红利中，不会不够交税的，多数是送多的现金给你交税用，不会派1.6元，可
能会派2元。
股票红利的计算是以股权登记日为准，不管你何时买卖了股票，只要股权登记日那
天，你还持有可分红利的股票，根据当日持股数量之和，进行分红，不是分别计算
，千万别被误导了。
登记日结束就可以卖出股票，不影响分红。
风险揭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
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三、股票红利怎样征税的？

你好，股息红利税指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分红征税。
对一年以上的长线投资者，红利税减半征收，税负为5%;对一月以内短期买卖的投
资者加倍征收。
股票红利税是多少 1、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需要缴纳20%的税收。
获得现金分红100元，需要缴纳20元红利税。
2、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需要缴纳10%的税收。
获得现金分红100元，需要缴纳10元红利税 3、持股期限1年以上
，享受优惠政策，暂时免征红利税。
股票红利税算法： 1、股票10送8派1.6元，你有100股票，送：10000*(8/10)=8000股
，红利税按股票面值1元计征20%个得税：8000*1*20%=1600元
2、派1.6元：10000*(1.6/10)=1600
个得税：1600*20%=320元实际交纳个得税=1600-1600-320=320元 实际上，上市公司
送的红利中，不会不够交税的，多数是送多的现金给你交税用，不会派1.6元，可
能会派2元。
股票红利的计算是以股权登记日为准，不管你何时买卖了股票，只要股权登记日那
天，你还持有可分红利的股票，根据当日持股数量之和，进行分红，不是分别计算
，千万别被误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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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日结束就可以卖出股票，不影响分红。
风险揭示：本信息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
仅根据该等信息作出决策，不构成任何买卖操作，不保证任何收益。
如自行操作，请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控制。

四、股票分红是怎么收税的？

百分之二十收税，每股3元税后是每股2.4元 ，税直接从分红里面扣除

五、股票分红如何算税

股票红利税20%，不过目前减半征收，也就是说只收10%，由上市公司代收，也就
是分到账户的钱就是税后的了，投资者无需另行缴纳。
转增股本由于资产没有转成现金所以不收税。
例如，某公司分红方案为10送2，派1，转增5，由于送股按面值1元计，所以1股收
税0.1元，送两股收税0.2元，派息1元收税0.1元，即总共需缴税0.3元，那么每10股送
派转到账的实际股数和现金为2+5=7股，1.0-0.2-0.1=0.7元，于是，你的账户假设股
权登记日持有100股，那么等到账之后，账户上会变成：170股+7元现金。

六、股票分红扣税如何规定？

股票所得红利扣税额度跟持有股票的时间长短有直接关系。
1、分红的时候，通通不扣税；
2、卖出股票时，持有时间（自你买进之日算到你卖出之日的前一天，下同）超过
一年的免税。
去年9月之前的政策是满一年的收5%。
现在执行的是去年9月份的新优惠政策：满一年的免税；
3、卖出股票时，持有时间在1月以内（含1个月）的，补交红利的20%税款，券商
直接扣；
4、卖出股票时，持有时间在1月至1年间（含1年）的，补交红利的10%税款，券商
直接扣；

                                                  页面 3 / 5



股识吧    www.gupiaozhishiba.com
 

5、分次买入的股票，一律按照先进先出原则一一对应计算持股时间；
6、当日有买进卖出的（即所谓做T），收盘后系统计算你当日净额，净额为买入
，则记录为今日新买入。
净额为卖出，则按照先进先出原则，算成你卖出了你最早买入的对应数量持股，并
考虑是否扣税和税率问题。
扩展资料：分红都是一次性自动到账，无需进行领取操作，到账的时间均在“分红
决案”里面，有以下日期需要格外留意：1、股权登记日：能不能参与分红，就看
该日收盘你有没有持有该股的股份，当日成功买入也是算的，当日卖出的就不算了
。
2、除权除息日：股价会进行折算，分红多少就折算多少。
3、红利发放日：现金红利、送股、转股到账日，该日就可以进行查收了。
4、送转股上市日：送股及转股的股票可以正常交易。
因为分红本身是上市公司的决议，一旦实施，交易所则负责进行具体的个股行情和
个股资料的变更；
中登结算、券商、银行托管则负责进行投资者账户数据的实时清算。
参考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股票分红

七、股票里分红扣税是怎样计算的

除非少数规定说明的之外，一般都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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