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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海外收入税务申报指南：全面解析与税务合规提醒 

作者：姜冬妮丨宋雨博1 

近日，许多纳税人反映在个人所得税 APP 接到了“境外所得申报提示”的站内信，提示用户核对 2022、

2023 年度是否存在获得境外收入：“尊敬的纳税人，为帮助您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避免出现涉税

风险，请您认真核对 2022、2023年度是否存在从境外取得收入的情况。如确实取得境外收入，请您核对年

度汇算是否已对境外所得依法在境内进行汇总纳税申报。如有问题，请及时补充”。 

居民个人对其境外所得需自行申报纳税，是自 1980 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以来一直坚持的基本制度。

2018 年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延续了这一规定，即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均应依法

在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因此，近期税务机关对境外收入申报纳税的敦促并非新规，而是对既存法律规定的

落实提示。 

在国际税收合作与信息共享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透明度不断提高，税务合规性要求

也随之增强。近年来，中国税务机关加大了对纳税人的境外收入和资产的检查力度。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税

收公平性的重视，也反映了全球反避税趋势的加强。 

本文将基于上述现象，详细回答境外收入的申报常见问题，并介绍境外收入的应纳税额计算规则，以及

税务机关获取境外收入信息的途径。同时，本文还将提供实用的应对建议与风险防范措施，以帮助群体确保

税务合规，降低风险。 

一、境外收入申报的常见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居民个人的境外所得申报变得越来越重要。居民个人不仅需要申报国内收入，还

需依法申报其全球收入，包括境外所得。了解境外所得的范围、申报主体、申报时间以及如何确认所得所属

纳税年度，对于确保税务合规和降低税务风险至关重要。 

（一）哪些是境外所得？ 

居民个人需要申报其全球收入，包括境外所得。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

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3 号），以下所得被视为境外所得： 

◼ 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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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境外企业支付且负担的稿酬。 

◼ 许可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获得的收入。 

◼ 在中国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收入。 

◼ 从中国境外企业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 

◼ 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获得的租金收入。 

◼ 转让中国境外不动产或股权获得的收入。 

◼ 由中国境外企业支付且负担的偶然所得。 

（二）谁需要申报？（申报主体） 

根据现行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国居民个人需要申报其全球收入，包括境外所得。中国税务居民的

判定标准如下： 

1.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 

习惯性居住地是判定纳税义务人是居民或非居民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并非指实际居住或在

某一个特定时期内的居住地。因学习、工作、探亲、旅游等而在中国境外居住的，在上述原因消除之后，

必须回到中国境内居住的个人，则判定中国为该纳税人习惯性居住地。例如，刘女士受聘在美国担任高

管一年，但其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仍在中国，任期结束后回到中国，因此她仍是中国税务居民。 

2.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 183天 

《关于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居住时间判定标准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34

号）进一步规定了“六年规则” — 如果无住所个人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满 183 天的，但

此前六年的任一年在中国境内累计居住天数不满 183 天或者单次离境超过 30 天，该纳税年度来源于中

国境外且由境外单位或者个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 

提请注意，中国户籍的自然人纳税人即使取得外国永久居留权/绿卡，如果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符

合习惯性居住的标准，仍需就其收入在中国纳税。各位读者需审慎判断自身税务居民身份，确保税务合

规。 

（三）什么时候申报？（申报时间） 

从 2019 年度起，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内

申报纳税。 

如果居民个人有经营所得，同时又需要申报境外所得抵免，应在 3 月 31 日前完成境内、境外经营

所得的年度汇算和境外所得抵免，或者在 3 月 31 日前先进行境内经营所得的汇缴，再于 6 月 30 日前

申报其境外所得并办理境外所得抵免。 

（四）如何确认所得所属纳税年度？ 

如果境外所得的纳税年度与公历年度不一致，取得境外所得的最后一天所在的公历年度为该所得

对应的我国纳税年度。例如，张先生在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获得的香港收入，以最后

一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所在公历年确定纳税年度，即在中国则被认定为 2023 年纳税年度的境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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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 2024 年 6 月 30 日前进行申报。 

 

二、境外收入应纳税额的计算 

在进行境外收入的申报时，纳税人需要了解如何计算应纳税额及如何进行税收抵免。准确计算应纳税额

并合法进行税收抵免，有助于纳税人有效降低税负并确保税务合规。 

（一）应纳税额的计算规则 

下面详细介绍了几种主要的所得类型及其相应的计算规则，供读者参考： 

◼ 综合所得：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及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需要境内外收入

合并计算，税前扣除的部分不能重复使用。 

◼ 经营所得：某些高净值人士在国内外都有经营所得，同样需要合并境内外经营所得计算。不过，境

外的亏损不能用于抵扣在国内的应纳税经营所得。 

◼ 其他分类所得：比如利息、股息、红利、房租收入、财产转让收入和偶然所得，这些都要分别单独

计算应纳税额。也就是说，如果投资美国股市的收益不能用来抵扣投资其他国家股市的亏损。 

如果存在双边税收协定或税收安排，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纳税人可以在境外适用优惠税率，从而

降低境外税负，境内仍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税率进行计税。 

（二）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材料准备 

如居民个人希望向税务机关申请境外所得税收抵免，需提供境外征税主体出具的税款所属年度的

完税证明、税收缴款书或纳税记录。如确实无法提供纳税凭证，可凭境外所得纳税申报表或对应的银行

缴款凭证办理境外所得抵免事宜。 

在进行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时，纳税人需准备详细的纳税记录和相关证明材料。这不仅包括完税证

明，还可能需要提供详细的收入来源说明和对应的银行交易记录。税务机关可能会要求提供更多的补充

资料，以核实抵免申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三）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的追溯与结转 

如前所述，居民个人境外所得的应纳税额需根据中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算。需注意的是，境外收

入按当地税法缴纳的税款可以在规定的抵免限额内进行抵免，超过抵免限额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纳税

年度内结转抵免。过去年度缴纳所得税时未进行境外缴纳税款的抵免可追溯享受五年。 

中国香港个税纳税年度

2023年1月1日

2022年4月1日 2023年3月31日

2023年12月31日

中国个税纳税年度
（新加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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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数据时代的高效税收监管手段 

在大数据时代，中国大陆的税务机关通过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数据共享，以及国际税收合作与信息共享，

不断提升获取个人境外所得数据的能力。税务机关现可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信息，并利用大数据和共同报告标

准（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CRS”）交换的数据，对纳税人的境外收入进行详细的审查和管理。 

（一）个案跨境情报交换 

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是指国家税务总局依据双边税收协定和《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与其他税

收管辖区税务主管当局开展的涉税信息交换。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利用情报交换获取纳税人境外交

易、收入、纳税或资产信息，对于加强跨境税源监管、打击跨境逃避税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2，2015 年，中山市地税局接到国家税务总局的情报调查任务，协助 C 国税务局通过我国驻国

际联合反避税中心（JITSIC）发出的请求 — 调查中国移民的在华收入情况。通过两年半的深入调查，

税务机关掌握了这对夫妇在中国境内的隐匿收入和资产情况，最终确认他们通过隐名持股企业进行避

税。通过翻阅核查了上万条银行账户交易记录、2,300 多条出入境记录、10 家企业横跨 9 年的工商登记

及变更资料、9 宗不动产的产权登记材料，税务机关追缴了 3,474.37 万元的个人所得税，成功维护了税

收主权和法律尊严。这一案例突显了情报交换在税务稽查中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二）CRS 

CRS 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的一项全球标准，旨在自动交换金融账户涉税信息，

以打击跨国避税行为。CRS 要求金融机构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将相关人员的经济行为、境外账

户信息及资产配置信息交换至其具有税务居民身份的目标国家。 

2017 年 5 月 9 日《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正式发布。2018 年 9 月起，国家

税务总局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第一次交换信息。截至 2023 年 4 月，已有 119 个国家（地

区）签署实施“标准”的多边主管当局协议，其中，与中国大陆“配对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共有 106 个，

包括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 BVI 等3。通过 CRS 的实施和严格的信息交换，税务机关能够获取更加详尽

的涉税信息，有效提升了税收征管的能力。 

（三）金税四期与数据处理 

金税四期系统（部分地区试点运行）的信息抓取与数据处理能力持续增强，显著提升了国内税务信

息管理的效率，并为中国参与全球税务信息交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金税四期系统，税务机关可以

高效地处理大量涉税数据，精准识别潜在的税务风险，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税务机关依据税收大数据的分析结果，可对存在涉税风险的纳税人采取“五步工作法”进行分类处

置，包括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直至公开曝光。例如，纳税人如果未按规定申报

境外收入，税务机关会首先进行提示提醒，要求其限期整改。如果纳税人仍未整改或整改不彻底，则可

能面临约谈警示甚至立案稽查，并将其纳入税收监管重点人员名单，加强对其未来三个纳税年度的申报

审核。 

 
2 参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案例：【案例】国际情报交换挖出隐名股东，追缴个税 3,474 万元！ 

3 参见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aeoi_index.html。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MjYzNDUwNw==&mid=400408831&idx=6&sn=9175909e26ff8f0220935ff7c9887010&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aeoi_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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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及时申报纳税的后果 

未及时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这不仅体现在经济负担上，还涉及到信用记录、法

律风险等多方面的问题。税务合规性要求的不断提高，使得纳税人必须更加重视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和缴纳，

否则将面临一系列严厉的处罚措施。 

纳税人应当意识到，税务机关的监控手段日益完善，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国际税收信息交换，能够更精准

地识别和追踪未申报的境外所得。忽视这些合规要求，不仅会导致财务上的直接损失，还可能对个人的长远

利益产生深远影响。以下将列举未及时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可能面临的具体后果： 

◼ 税务机关将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并按日加收滞纳金。根据税务机关的规定，滞纳金的计算方法为

未缴税款每天按 0.05%的比例加收。这意味着如果纳税人延迟缴纳税款，滞纳金将迅速增加，大大

提高纳税人的财务负担。 

◼ 税务机关可能会在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中对未缴税款的行为进行标注，这将影响纳税人的信

用记录。一旦记录在案，纳税人的信用评分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影响到个人的贷款申请、出

入境等事务。 

◼ 如果在税务机关的提醒下仍未按时整改，税务机关有权处以罚款。罚款的金额将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一般会是未缴税款的一定比例。这种处罚不仅对纳税人的经济状况产生影响，还可能对其声誉

造成不良影响。 

◼ 最严重的情况下，如果纳税人拒不遵从税务机关的指令，税务机关将立案稽查、甚至面临刑事风

险。稽查过程中，税务机关将深入调查纳税人的财务状况，可能会涉及到冻结资产、限制出境等强

制措施。一旦确认存在故意逃避纳税的行为，纳税人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包括刑事处

罚。 

五、应对建议与风险防范 

在全球税务合规要求日益严格的背景下，收入来源多样的纳税人所面临的税务风险不断增加。为了有效

应对这些挑战，纳税人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确保自身的税务状况与最新法规和政策保持一致。以下是几项

关键的应对建议和风险防范措施。 

（一）及时申报与风险控制 

在全球收入申报的要求下，纳税人需及时申报境外所得，避免因隐匿收入而被税务机关追查。应定

期审阅自身税务状况，确保与税务机关的信息一致，避免因信息不符而引发税务风险。及时申报不仅可

以避免法律纠纷，还能维护个人和企业的声誉。 

纳税人还应定期与税务顾问进行沟通，了解最新的税务法规和政策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税务规

划。例如，如果税务机关调整了 CRS 的信息交换范围或税收抵免政策，纳税人应根据新政策重新评估

其税务状况，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二）关注政策变化与最新动态 

税务法规和政策不断变化，纳税人需密切关注最新动态，及时自查税务合规风险，以应对不断变化

的税务环境。了解并利用国际间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跨境业务的税负成本，保障资产安全和

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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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税收合作与信息共享日益加强的背景下，纳税人的境外收入透明度大幅提高，税务合规性要

求愈加严格。纳税人应重视税务合规，及时申报全球收入，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和税务纠纷。此外，密

切关注税收政策变化，合理利用税收协定优惠，有助于优化税负。为了确保合规和最大限度地降低税务

风险，建议寻求专业税务顾问的帮助，制定全面的税务策略。 

汉坤税务团队持续关注个人及企业税务合规问题，我们很荣幸就税务合规、规划建议及潜在税务风险化

解等相关问题为您提供建议和帮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定制化咨询与税务优化：了解客户的财务状况和税务需求，提供定制化的税务规划和咨询服务。

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税务优化方案，以确保客户能够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降低

税负。 

◼ 税务风险评估：我们为客户提供税务风险评估服务，帮助识别潜在的税务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

缓解策略。 

◼ 跨境税务咨询：针对客户的跨境投资和收入情况，提供专业的跨境税务咨询服务，确保客户在不同

国家和地区的税务合规，并利用国际税收协定和优惠政策，实现税务优化。 

◼ 税务合规培训：为客户提供税务合规培训，帮助其了解最新的税务法规和政策变化，提升税务管理

能力，确保合规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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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汉坤律师事务所编写《汉坤法律评述》的目的仅为帮助客户及时了解中国或其他相关司法管辖区法

律及实务的最新动态和发展，仅供参考，不应被视为任何意义上的法律意见或法律依据。 

如您对本期《汉坤法律评述》内容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汉坤律师事务所以下人员联系： 

姜冬妮 

电话： +86 10 8524 5898 

Email： dongni.jiang@hankunlaw.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