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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私募基金管理人如何缴纳所得税？伴随行业的高速发展，包括税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对于纳税的要求也越发严格。那么，私募基金应当如何缴纳所得税呢？本文就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和契约型私募基金两种类型，给大家讲解一下！
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

一、增值税
1.分红收益

证监会对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承诺保本保收益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4月27日新出台的资管新规也明确规定“分级资产管理产品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

因此，根据财税〔2016〕36号和财税〔2016〕140号文的规定，私募基金的分红属于非保本收益，不属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前存在的一些“明股实债”类型的投资收益属于36号文所指的“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应当按照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但由于资管新规的规定以及近期协会多次强调禁止“明股实债”，因此此种类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管理费

基金管理公司收取的管理费属于增值税征税范畴中的“直接收费金融服务”，一般纳税人按照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照3%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3.合伙份额转让所得

按照目前的增值税政策，虽然基金是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存在，但将合伙份额转让不等同于“金融商品转让”，因此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不缴纳增值税。

二、所得税

有限合伙制是私募基金最常见的模式，以至于很多人看到私募基金就想到有限合伙，看到有限合伙就想到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作为投资主体最大的好处就是在基金层面是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规定：“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

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在基金取得分红收益时，有限合伙企业本身不需要缴纳所得税，但是需要按照分配比例或者实缴出资比例等分配到每个合伙人名下后，再分别以自然人和法人身份各自缴纳20%和25%的所得税。

特别提示：“先分后税”的“分”与是否实际分配利润无关，只要合伙企业（私募基金）当年有投资/分红收益应纳税所得额，就应当将“应纳税所得额”分配到各合伙人名下再由合伙人分别纳税。例如，合伙企业各合伙人约定前三年不对有限合伙企业利润进行分配，但实际第一年就产生了100万元的应纳税所得额，此时虽然有限合伙企业并未将利润向合伙人进行分配，但各合伙人仍需缴纳所得税。这里提示各合伙人应当保留好完税证明，待日后真正进行分配时，可作为已经纳税的证据。



2.管理费收益

在私募基金的运营过程中，基金管理公司通常会收取1%至2%的管理费，这部分收入作为基金管理公司的生产经营所得需要与其他收入一起按照25%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3.股权/合伙份额转让所得

有限合伙企业在转让所持有的企业股权时同样适用“先分后税”的原则，计算出应纳税所得额后，由法人合伙人和自然人合伙人按各自分配比例分别缴纳所得税。

作为合伙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法人投资者和基金管理公司，其转让所持有的合伙份额均应当将财产转让收入并入其他收入一起按照25%的税率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于个人有限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份额转让收入，目前各地认定的收入性质不统一。例如：北京、珠海横琴、天津滨海新区、嘉兴南湖新区等地区按“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上海则按“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适用5%~35%的税率。由于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由合伙企业向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投资者应纳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为了自然人合伙人的利益考虑，可以优先选择那些适用20%财产转让所得税率的地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

契约制私募基金

个人投资者和法人投资者将其持有的契约型私募基金份额转让属于营改增后的“金融服务”类别下的“金融商品转让”，需要分别按照3%的征收率或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但是，纳税人购入基金、信托、理财产品等各类资产管理产品持有至到期，不属于上述所称的金融商品转让，不缴纳增值税。

特别提示：根据财税〔2016〕140号文的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基金管理人应作为增值税纳税人，就基金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进行纳税。”虽然基金管理人是纳税义务人，但税款本身仍应由契约型基金本身来承担，在起草基金合同时应当注意对税款的承担进行明确约定。

由于契约型私募基金本身不是法律主体不具备纳税主体资格，因此在基金层面无论分红还是转让均无需缴纳所得税。自然人和法人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收益分别按照20%和2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私募管理公司在契约型基金里不进行投资，仅充当管理人角色，因此仅对管理费的收益按照25%的税率缴纳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3. 转让收益
自然人或法人股东转让其持有的契约型私募基金的股权时，分别按照20%和2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

私募最关心的问题在哪里？
1. 私募基金缴纳增值税，会影响我们的投资收益吗？

首先你要记住：是否缴纳增值税和股权类或者证券类私募基金没有关系，只和投资标的和方式有关。如果是FOF类，投资标的如果是资管产品的话，在开放日正常赎回，其中产生的赎回收益，是不需要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FOF子基金根据投资情况判断增值税的，FOF母基金主要是持有基金至到期，而基金一般都是非保本，因此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否则将会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形。如果是普通的股票策略私募基金，在持有期间有浮盈，也是不需要缴税的。因为股票的浮盈只有在变现产生差价收益，才需要缴纳增值税。

2. 申购和赎回私募基金算不算金融商品转让？是否也要缴税？

文件中说的金融商品转让都是站在私募基金管理人或合伙企业、公司层面上，而投资者申赎基金完全是个人行为，是投资者与私募基金管理人之间的合同行为，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行为，并不需要缴纳增值税。而如果你是持有至到期赎回，也是不需要缴纳的。

3. 私募股权基金如果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需要缴税吗？

私募基金分为股权投资基金和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转让非上市公司股权的行为，目前不属于增值税征收范围，因此也不用缴纳增值税，只需缴纳转让所得税。

4. 投资的信托产品的收益要缴税吗？

11月的资管新规彻底打破了刚性兑付，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保本。本次文件辨别是否是保本产品的标准就是：只认合同不认钱！啥意思呢？就是只要合同上承诺了保本，那钱的性质就变成了利息收入，那就需要征收增值税，不管你到期后是否兑付。因此现在的信托产品一般不会在合同中明确承诺保本。所以持有信托产品期间（含到期）取得的非保本收益，不属于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值税。那如果你要转让信托呢？理论上应属于文件规定的其他金融商品，需要缴纳增值税。但目前依然存在争议，暂无官方定论。

5. 私募基金如果买卖国债逆回购，是否征税？

国债逆回购在年底往往都是香饽饽，私募基金当然也不会放过。不过，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国债逆回购产生的收入本质上依然是利息收入，是需要征收增值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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