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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83_E6_BF_80_E5_c46_625480.htm 目前，我国很多公司

在设计高管股权激励体系时，往往忽视纳税问题，致使公司

虽然投入了大笔资金，却往往达不到预想的激励效果。 实施

股权激励纳税筹划，在现行庞杂的税收政策体系框架内，对

各种激励模式的税收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公司规避

纳税风险，降低激励对象的税负，增加税后收益，使薪酬方

案达到最理想的激励效果。 股权激励主要可以分为股票期权

激励和股票激励两种形式。根据税收政策的差异以及纳税筹

划的需要，按照不同的结算方式，股权激励又可以分为以权

益结算和以现金结算两种形式。 根据以上两个纬度，股权激

励方案可以分为两大类、四小类： 以权益结算的股权激励计

划 只要公司决定其股权激励计划采取以权益结算的方式，无

论授予的是股票还是期权，其纳税规定都是一致的。 以权益

结算的股权激励计划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

等。 《关于股票增值权所得和限制性股票所得征收个人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号）是对限制性股票、

业绩股票与股票期权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规定的统一。 在进

行具体的方案设计时，纳税筹划点又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阶

段：取得股票时根据财税〔2005〕35号的规定，员工接受实

施股票期权计划企业授予的股票期权时，除另有规定外（如

期权本身在授予时即约定可以公开交易），一般不作为应税

所得征税。也就是说，在授予股票期权时，一般是不产生纳

税义务的。 无论是授予股票期权还是直接授予股票，其纳税



义务都是发生在真正取得股票时。 即若直接授予股票，纳税

义务马上发生；若授予股票期权，员工在接受实施股票期权

计划时，不发生纳税义务，当员工行权时才发生纳税义务。 

根据财税〔2009〕5号和财税〔2005〕35号的规定，员工从企

业取得股票的实际购买价（施权价）低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

（指该股票当日的收盘价，下同）的差额，应按“工资、薪

金所得”适用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由上述规定可以

看出，股票的市价与激励对象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越大，

激励对象的税负越高。 故在进行纳税筹划的时候，公司可以

通过选择有利的“行权日”、“行权日股票市价”和“授予

价”，降低股票期权的应纳税所得额；而对于直接授予限制

性股票或业绩股票的情况，公司可以不采取无偿赠送的方式

，而由激励对象支付一定的对价，甚至采用激励对象自行出

资购买的方式，使应纳税所得额达到最低。 针对期权缴纳个

税实际操作中的问题，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5月4

日又出台的《关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40号）明确规定：

针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高管人员）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对转让本公司股票在期限和数量比例上的

一定限制，导致其股票期权行权时无足额资金及时纳税问题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自其股票期权行权之日起，在不

超过6个月的期限内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 财税〔2009〕40号

中6个月期限的分期缴纳规定，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存在纳

税困难的高管的资金压力，还为纳税筹划拓展了渠道。 分红

时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员工因拥有股权而参与企业税后利



润分配取得的所得，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

的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即当公司分红时，激励对象确

认红利所得的实现，按20%的税率由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

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有

关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02号），自2005年6月13日起

，对个人投资者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

％计入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依照现行税法规定计征个人所得

税。而对于非上市公司，则没有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

高管持股较多或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规模较大，可以考虑采

用信托的方法进行合理避税。 转让股票时根据财税〔2009〕5

号以及财税〔2005〕35号的规定，员工将行权后的股票再转

让时获得的高于购买日公平市场价的差额，是因个人在证券

二级市场上转让股票等有价证券而获得的所得，应按照“财

产转让所得”适用的征免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即如果

授予人将所持有的股票流通变现，则在变现的当天确认财产

转让所得，我国目前对个人买卖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的差价收

入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转让境外上市公司的股票而

取得的所得以及转让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没有相关税收优惠

，应按税法的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依法缴纳

税款。 以现金结算的股权激励计划 把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

后再确定适用的税率，能大大降低税负。 以现金结算的股权

激励计划包括股票增值权、虚拟股票、业绩单位等。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个人股票期权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补充通知》（国税函〔2006〕902号）规定，员工在行权日不

实际买卖股票，而按行权日股票期权所指定股票的市场价与

施权价之间的差额，直接从授权企业取得价差收益的，该项



价差收益应作为员工取得的股票期权形式的工资薪金所得，

按照财税〔2005〕3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而财税〔2009〕5号也明确了股票增值权也参照以上规定执

行。也就是说，当股权激励计划采取以现金形式结算时，在

结算的当天确认“工资薪金”所得的实现。 根据《关于调整

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2005〕9号）中所阐述，纳税人取得全年一

次性奖金，单独作为1个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当月内

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

率和速算扣除数。由于工资薪金采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把

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后再确定适用的税率，能大大降低税

负。 上述全年一次性奖金的计算方法每年只能用一次，实务

中可以把股票增值权、业绩股票单位等以现金支付的股权计

划解释成具有年薪或年终奖金的双重性质，从而使用国税发

〔2005〕9号的规定，这样既没有增加公司的成本，又使激励

对象获得相对有竞争力的税后收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