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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称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

条例），现将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公告如下： 

一、下列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一）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

得； 

（二）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支付且负担的稿酬所得； 

（三）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四）在中国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与生产、经

营活动相关的所得； 

（五）从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 

（六）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七）转让中国境外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

他组织投资形成的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权益性资产（以下称权益

性资产）或者在中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但转让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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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权益性资产，该权益性资产

被转让前三年（连续 36个公历月份）内的任一时间，被投资企业

或其他组织的资产公允价值 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中国境

内的不动产的，取得的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八）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支付且负担

的偶然所得； 

（九）财政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二、居民个人应当依照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按

照以下方法计算当期境内和境外所得应纳税额： 

（一）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综合所得，应当与境内综

合所得合并计算应纳税额； 

（二）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经营所得，应当与境内经

营所得合并计算应纳税额。居民个人来源于境外的经营所得，按

照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

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来源于同一国

家（地区）以后年度的经营所得按中国税法规定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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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居民个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以下称其他分类所

得），不与境内所得合并，应当分别单独计算应纳税额。 

三、居民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

照所得来源国家（地区）税收法律规定在中国境外已缴纳的所得

税税额允许在抵免限额内从其该纳税年度应纳税额中抵免。 

居民个人来源于一国（地区）的综合所得、经营所得以及其

他分类所得项目的应纳税额为其抵免限额，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一）来源于一国（地区）综合所得的抵免限额＝中国境内

和境外综合所得依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计算的综合所得应纳税额×

来源于该国（地区）的综合所得收入额÷中国境内和境外综合所得

收入额合计 

（二）来源于一国（地区）经营所得的抵免限额＝中国境内

和境外经营所得依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计算的经营所得应纳税额×

来源于该国（地区）的经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中国境内和境外经

营所得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三）来源于一国（地区）其他分类所得的抵免限额＝该国

（地区）的其他分类所得依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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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来源于一国（地区）所得的抵免限额=来源于该国

（地区）综合所得抵免限额+来源于该国（地区）经营所得抵免限

额+来源于该国（地区）其他分类所得抵免限额 

四、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税额，是指居民个人取得境外所得，

依照该所得来源国（地区）税收法律应当缴纳且实际已经缴纳的

所得税性质的税额。可抵免的境外所得税额不包括以下情形： 

（一）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属于错缴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

额； 

（二）按照我国政府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以及内地与香

港、澳门签订的避免双重征税安排（以下统称税收协定）规定不

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额； 

（三）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

款； 

（四）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从境外征税主体

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五）按照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已经免税

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7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