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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联合颁布了《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 “167号文”), 文件明确, 自2010

年 1 月 1 日起, 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 按照“财产转让所得”

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鉴于有限合伙一般被视为“导

管”实体而不缴纳所得税, 在有限合伙作为上市公司发起人已无法

律障碍的当下, 167号文是否适用于个人通过有限合伙间接持有上市

公司限售股权的情形？ 
 

有限合伙个税规定以及地方实践 

 
现行法律规定, 对个人合伙人从合伙企业(包括有限合伙企业)取得

的生产经营所得, 应当比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适用 5%至

35%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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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

纳 20%个人所得税。 
 
目前, 税法未明确规定个人合伙人取得股权转让所得的税务处理。

实践中, 很多地方规定, 对于执行合伙事务个人合伙人适用 5％-35

％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 对不执行合伙事务的个人合伙人适用 20%

税率, 而不对所得项目进行区分。 
 

167 号文对于有限合伙的适用 

 

如前所述, 对于个人直接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 167 号文规定按照

“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根据我们的

经验, 实践中, 作为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即普通合伙人)通常为

有限责任公司, 故 167 号文并不适用。对于个人(通常为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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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合伙框架下的“个人转让限售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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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限合伙这一个特殊组织形式间接转让限售股所得如何征税的问题, 167 号文仍未明确。考虑到对于

该等股权转让所得本质上属于“资本利得”, 如适用“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纳税可能造成有限合伙

人的税负偏高, 故我们认为, 参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按照 20%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比较合

理。 

 
对于投资者而言, 在考虑有限合伙作为上市公司发起人的可行性、进行有限合伙(以及合伙人)税负研究、

选择有限合伙设立地点过程中, 应就上述未明确事宜与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进行有效沟通, 以避免法规

不尽完善带来的潜在风险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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