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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颁布针对非上市公司实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将促

进科技企业的发展�

为促进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2016年 9月 22日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

务总局颁布了《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下称

“《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6年 9月 28日进一步发出《关于股权激励和技

术入股所得税征管的公告》（下称“《公告》”），以明确操作细节问题。 《通知》

的主要目的是为股权激励机制降低税务负担，从而使中国境内非上市公司能更

好地吸引并留住高管人员和技术骨干。由于《通知》普遍适用于境内居民企业

（负面清单中的行业除外），因此绝大部分技术集中型的外商投资企业也能享

受到该优惠待遇，这有利于其在中国实施本土化的股权激励计划，奖励和留住

当地的核心管理和技术人员。同时，对于按照《通知》登记了股权激励计划的境

内企业，如将后投资者有意进行收购，交易成本将会相应降低，交易结构也将

更为简洁。在外资并购中资企业的案件中，有的目标企业对核心管理人员和技

术骨干已有股权激励安排，因此如何使他们的转让所得税最优化往往成为交易

结构设计的关键问题。本《通知》的税务优惠措施将使这些关键问题可能更容易

得到解决。 



《通知》主要适用对象是非上市公司授予本公司员工的股票期权、限制性股

票和股权奖励。针对符合条件的非上市公司，在其将股权激励计划向税务局备

案后，税务局可对其股权激励计划实行递延纳税政策，即员工在取得股权激励

时可暂不纳税，递延至转让该股权时纳税；股权转让时，按照股权转让收入减

除股权取得成本以及合理税费后的差额，适用“财产转让所得”项目，按照百分

之二十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通知》第二条规定，能享受该税收优惠的股权激励机制必须满足以下

前提条件： 

 

（1） 必须由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实施（因此境外注册的公司不能适用）； 

（2） 必须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3） 激励标的应为境内居民企业的本公司股权（股权奖励的标的也可以

是以技术成果投资入股到其他境内居民企业所取得的股权）； 

（4） 激励对象是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但人数不得超过公司总员工

数的百分之三十； 

（5） 权利人应在授予日之后持有该股权/期权/奖励满三年，且在行权、

解除限制或获得奖励后持有该股权满一年； 

（6） 期权授予日到行权日不得超过 10年；且 

（7） 企业所属行业不属于附属清单中的行业（“负面清单”-主要是排除非

科技企业的适用该优惠待遇）。 

在《通知》发出之前，针对非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纳税一般性规定是：

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票解禁以及获得股权奖励时，税务局按照股权实际



购买价格与公平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百

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十五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在个人转让

上述股权时，对转让收入高于取得股票（股权）时公平市场价格的增值部

分，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适用百分之二十的比例税率征税。综合计算下

来纳税人的所得税负担比较重。经过《通知》的政策调整，原先对股权激励

的两个环节征税（“工资薪金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现在合并为只在一

个环节征税，即纳税人在获得股权时暂不征税，只需要在该股权转让时一

次性征税（即百分之二十的财产转让所得税）。该《通知》的潜在优势在

于：一是有效解决了纳税人在行权等环节纳税现金流不足问题；二是有效

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降低幅度达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这些措施可

以大大激励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 

 根据《公告》的规定，非上市公司应在股权激励的行权、解禁或奖励发

生后的次月 15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完成递延纳税的备案登记。符合条件

的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含外商投资企业）应考虑尽快将其股权激励计划向

税务局进行备案登记。 

 

欲了解更多信息 

如果您就本篇文章有任何问题，请联系蔡军祥律师、任何在德茂欣律师事

务所驻上海代表处的律师或您经常联系的我所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