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么，是不是组织形式的简单改变呢？从实操来看，分公司转为子公司，必须先进行工商注销，再新设立子公

司，不能直接变更。而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的规定，纳税人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前，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因此，在需要办理工商注销的情况下，仅

仅变更税务登记行不通——这显然不属于财税〔2009〕59 号文件所规定的“发生其他法律形式简单改变的，可直接

变更税务登记”的情形。也就是说，分公司转为子公司，并不是组织形式的简单变更，因此，不能按照法律形式变

更，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四、结果判断

财税〔2009〕59 号文件规定，分立是指一家企业（以下称“被分立企业”）将部分或全部资产分离，转让给现

存或新设的企业（以下称“分立企业”），被分立企业股东换取分立企业的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实现企业的依法分

立。

分公司变子公司，明显不属于公司分立。这是因为，公司分立的结果应该是，被分立企业股东换取分立企业的

股权或非股权支付，但分公司变子公司的情形中，取得分立企业股权的，不是被分立企业的股东，而是被分立企业



二、税收政策

《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第 4 号）文件规定：第二十六条，可由合并

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是指按《税法》规定的剩余结转年限内，每年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

亏损的限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财税[2018]76 号）文件

规定：第一条，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 5 个年度发生的尚

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由 5 年延长至 10 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弥补年限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 年第 45 号，以下简称“45 号公告”）文件规定：

第一条，2018 年具备资格的企业，无论 2013 年至 2017 年是否具备资格，其 2013 年至 2017 年发生的尚未弥补

完的亏损，均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补，最长结转年限为 10 年。

第三条，企业发生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合并或分立重组事项的，其尚未弥补完的亏损，按照《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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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本例中，在不考虑 A 企业是否具备高企资格的前提下，税法规定的被合并企业 B 的待弥补亏损结转年限为：

2013 年至 2020 年发生的待弥补亏损可结转年限为 10 年，2021 年发生的待弥补亏损可结转年限为 5 年，具体补亏年

限明细如下：

2. 合并企业是否具备高企资格的补亏年限分析

依 45 号公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合并企业具有高企资格时，其承继被合并企业待弥补亏损的结转年限，按规定

最长为 10 年，不因被合并企业是否具备高企而改变。本例中，因 A 企业 2021 年具备高企资格，其承继 B企业待弥

补亏损的结转年限为：B 企业 2013 年至 2020 年发生的待弥补亏损可结转年限为 10 年，B 企业 2021 年发生的待弥补

亏损可结转年限依然为 10 年。

假设本例中 B企业条件不变，而 A企业始终非高企，则 B 企业被 A 合并后，根据 45 号公告第三条第一款“按照

被合并企业的亏损结转年限确定”的规定，可由合并企业弥补亏损的结转年限，依然为前述《补亏年限明细表》中

所列示的年限，即：B企业 2013 年至 2020 年发生的待弥补亏损可结转年限为 10 年，B企业 2021 年发生的待弥补亏

损可结转年限为 5年。

假设本例中 A企业条件不变，而 B 企业始终非高企，首先 A企业 2021 年具备高企资格之前 5 个年度（即 2016

至 2020 年）发生的待弥补亏损可结转年限为 10 年；其次，B 企业在 2022 年按税法规定待弥补亏损结转年度为 2017

年至 2021 年，可结转年限为 5 年；在 2022 年被 A企业合并后，根据 45 号公告第三条第三款“其承继被合并企业或

被分立企业尚未弥补完的亏损的结转年限，按照《通知》第一条和本公告第一条规定处理”的规定，B 企业可转入

合并企业的待弥补亏损的结转年限，按照承继方 A企业适用政策，2017 年至 2021 年发生的待弥补亏损可结转年限

为 10 年。

四、本例测算

在本例中，被合并企业 B 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000 万元，截止 2022 年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国债利率为 5.31% 。

■ 每年可由合并企业 A 弥补的被合并企业 B 亏损的限额=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年

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率=2000*5.31%=106.20（万元）。

■ 合并企业 A 可弥补的被合并企业 B 亏损总额为 731 万元，具体计算明细如下：



企业在合并重组时，重组任意一方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时，会有不同的弥补亏损结转年限的税收结果，只有

准确理解税收政策，才能合法享受税收优惠，做到精准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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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34 号，以下简称“34 号公告”）

规定，金融企业应为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可以从事贷款业务的企业，包括银行、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

机构。因此，34 号公告所列举的银行、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信托公司，毫无疑问属于“经批准从事贷款业务”的金

融机构，经批准的小额贷款公司，应该也属于此列。而证券、期货等持其他金融牌照的企业，由于不能从事贷款业

务，不属于这一范围。

同时，对于金融企业的定义，36 号文件附件 3《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第四条规定，金融企

业发放贷款后，自结息日起 90 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自结息日起 90 天后发生的应收

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利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上述所称金融企业，是指银行（包括国有、集体、

股份制、合资、外资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

此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金融房地产开发 教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140 号）又对“可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企业”的定义，作了进一步扩充。该文件第三条规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经营

金融保险业务的机构发放贷款后，自结息日起 90 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自结息日起

90 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利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观点：

笔者认为，判断资产管理公司是否属于统借统还免税政策所规定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参考上述规定。即符合统

借统还条件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银行（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制、合资、外资银行以及其他所有制形式的银行）、

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证券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以及其他经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批准成立且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

据此，本例中的甲资产管理公司，虽然持有金融牌照，但并不属于经批准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A 公司从

甲公司取得贷款，提供给集团内 B 公司使用，从 B公司处取得的借款利息收入，应不能适用统借统还免征增值税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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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继承或将股权转让给其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身份关系证明的配偶、父母、子女、

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对转让人承担直接抚养或者赡养义务的抚养人或者赡养人，

即使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视为有正当理由。虽然对于符合 67 号公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股权转让，税务机关

对于定价的合理性一般不质疑，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直系亲属间的股权转让可以随意定价，错误的定价方式会导

致后期非关联方的股权转让损失计税基础，造成重复交税的问题。

这里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对于类似直系亲属之间的股权转让，从方便的角度考虑经常签订定价为

1 元的股权转让协议，结果在后期向非关联方真实转让环节，发现损失了计税基础，面临高昂的个人所得税税负，

这个问题大家不可忽略。

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下：

王先生 2010 年出资 500 万成立了一家 A 公司，占其中 80%的股份。2018 年，王先生希望把这部分股权转让给其

儿子。转让环节，这部分股权的公允价值是 1000 万。此时，王先生和儿子之间股权转让定价方式有两种：

1. 签订定价为 0 元的股权转让协议

2. 签订定价为 1 元的股权转让协议

王先生儿子 2022 年将其取得的这部分股权以 1200 万的价格转让给了非关联第三方，此时，王先生儿子如何缴

纳个人所得税？

可转债企业所得税征管口径在债的层面做到了防止混合错配



我们知道，在 2018 年，王先生将其持有的非上市公司股权转让给其儿子，无论是定价为 0 元，还是定价为 1 元，

这个都是符合 67 号公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只要证明之间的父子关系，税务机关可以不核定价格征收个人所得税。

但是，这里 0元定价和 1 元定价对于其子在 2022 年向非关联第三方转让股权时，产生的个人所得税税负将有实

质性影响。

如果当初王先生是将股权以 1 元价格转让给其儿子，则其子 2022 年以 1200 万价格转让股权给第三方时，可以

扣除的股权成本只有 1元，则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1200-0.0001）*20%=240 万元

这就意味着王先生将股权以 1 元转让给其儿子，在这一步实际上损失了原始的 500 万计税基础（当然损失的计

税基础的金额=500 万-转让环节定价）。

但是，如果王先生不是以 1元价格，而是以 0元价格转让给其儿子，其子后期转让这部分股权的成本是多少呢：

（1）0 元

（2）亦或是 500 万元

很多人忽略了 67 号公告的这条规定。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

通过无偿让渡方式取得股权，具备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所列情形的，按取得股权发生的合理税费与原持有人

的股权原值之和确认股权原值；

也就是说，如果王先生是以 0 元的方式无偿让渡股权给其儿子，王先生取得这部分股权的原始成本 500 万元可

以递延到其子手中，其子 2022 年再转让这部分股权，可以扣除的成本就是 500 万。

而如果王先生转让股权给其子的价格在（0 元-500 万元）之间，则其子再次转让股权都会有计税基础损失，从

而产生重复交税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直系亲属之间的股权转让（包括所有符合 67 号公告第十三条第二项的股权转让），定价的原则就是两头：

1. 要么定价是 0 元

2. 要么定价是原始取得成本

不能定价在中间，定价在中间都会损失计税基础，从而产生重复交税的问题。

作者：中汇税务集团全国技术总监/合伙人 赵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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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019 年 5 月，A房地产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取得某土地，约定税费全部由买方承担。A企业向我们提出如

下咨询：

一、取得土地涉及哪些税费？

A 公司需缴纳契税，按拍卖价*契税税率，并按合同价款*0.05%缴纳产权转移书据印花税。

由于 A 公司需要承担卖方的税费，因此，A 公司还需要承担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

（一）企业所得税：按转让收入减去转让原值缴纳，但企业所得税不同于个人所得税，需要结合整个纳税年度

的其他经营数据确定，因此是否需要在交易过程一次性缴纳，需咨询主管税务机关。

（二）增值税：如果卖方取得土地的时间在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则按照 5%差额征税（卖方为小规模纳税人的，

可以选择按 3%全额或 5%差额）；如果取得土地时间在 2016 年 5 月 1 日后，则只能按 9%计算销项税额，且没有土地

价款可以扣除（只有房地产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产可以计算销项抵减扣除，无论卖方是否房地产企业，未开发即

转让土地，均不可以计算销项抵减）。

（三）土地增值税：生地变熟地再转让或直接转让土地使用权，计算其增值额时，允许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权时

支付的地价款、交纳的有关费用，和开发土地所需成本再加计开发成本的 20 ％以及在转让环节缴纳的税金。

需要注意的是，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地价款只能凭票扣除，不能评估扣除。无票则不得扣除。

司法拍卖取得土地如何纳税？买方承担的税费能否扣除？



（四）印花税：按产权转移书据万分之五缴纳印花税。

【实操指南】在目前已有的司法拍卖税收争议案例和法院判例中（如陈立仁与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神湾

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税务行政管理(税务)一审行政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

2071 行初 823 号），司法拍卖的成交价格极有可能被认定为不含增值税的价款，因此在确定各税计税依据的时候，

不能除以（1+税率或征收率）。但其他税种被还原反算到价款中的可能性较小，反算也极为复杂。

二、取得土地承担的卖方应交税款，是否可以在税前扣除?

目前无明确政策，存在争议。

虽然是买方承担税费，但取得的完税凭证所载名称是卖方，票据存在瑕疵。

但部分观点认为，从法理判断，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