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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财务问题的几点建议D
 赵保辉

财坛快语

要 将国有企业重组进入 上市公司，

首先需对其进行改制，履行相关的资产

清查、资产评估、验资确认和工商登记。

之后再次对该企业进行评估，确认改制

后的公司价值后，以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置换改制企业股权的方式进行重

组。但由此也引发出以下问题 ：第一，同

一个企业因为在评估基准日对评估增值

未来承担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处理方式不

同会带来企业确认价值的不同。第二，因

改制在先，对递 延所得税影响不确认，

但是改制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进行了

递延所得税负债调整，在重组评估中确

认了该项内容，从而引出了企业改制时股

东出资不实的问题。第三，因改制出资和

重组对价而产生了股东资产价值和被评

估单位资产增值产生的所得税承担主体

问题。对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

1.资产评估环节。企业价值评估评

定的是股东所持的一项股权价值，仅是

对该股权在某一基准日的公允价值做出

的职业判断，主要是为股东服务。而被

评估对象资产增减值所带来的所得税影

响则是被评估对象未来经营要承担的义

务，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核算确认的

标准。由于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一项预计

负债，受到以后所得税 税率变动、纳税

单位适用税率变动和纳税调整项目变动

等因素的影响而可能会变动，所以，在

评估中应按照一贯性原则对被评估对象

资产增减值的所得税影响不予考虑，而

在按《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调整时，对递

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则应持谨慎

性原则。

2.纳税负担环节。目前对企业改制

评估增值进行纳税调整的相关规定都是

针对被评估单位的纳税规定，未对改制

企业的产权持有者即股东的纳税义务做

出规定。企业改制评估增值是股东的一

项资产增值，在企业改制时作为增值价

值的实现而产生纳税义务，在股权转让

收入实现时确认。如果企业改制调整账

务后即将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确认，就

使得企业的股东资产增值部分减少，因

此，应减免股东扣除递延所得税影响后

股权增值部分的纳税义务，否则，企业

改制将产生被评估单位和股东的双重纳

税义务。

3.验资确认环节。验 资 时 的问题

是，中介机构坚持将企业改制评估调账

后的净资产作为出资进行审验并以此出

具验资报告，由于与改制时点的评估报

告净资产不一致，如果按照调账后的结

果出具验资报告，说明股东出资不实，

工商审核又不予办理。因此，验资应与资

产评估保持一致，承认在改制时点企业

价值不包含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即企业

调账是依照会计核算原则进行的处理，

与企业价值的认定无关。否则，就会因

会计处理的前后不同而导致企业价值的

不同，从而影响股东的实际利益。

4.企业价值评估不应作为改制企

业调账的依据。企业价值评估仅是对股

权在某一基准日的公允价值做出的职业

判断，是为股东和潜在投资者服务的。

而企业改制按照评估结果调账与《企业

会计准则》提倡的审慎使用公允价值和

历史成本计量的原则相冲突，建议相关

主管部门对企业改制行为的账务处理方

式进行重新研究论证，对改制企业的账

务不在资产评估进行调整，而应遵从历

史成本原则计量，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进行账务处理。

5.企业改制的评估增减值的纳税

义务应由企业股东承担。建议相关主管

部门修订相关规定，资产评估作为对股

权价值在某个时点的判断，评估增加值

的收益者是改制企业的股东，因此纳税

义务的主体应该是股东，在其股权价值

变现时产生纳税义务。如果改制企业的

账务不调整，则不会因为调整递延所得

税造成两次评估的结果不同，也不会出

现同一业务两个纳税主体重复纳税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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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管理机构，在政府投资项目实施过

程中既是服务机构，更是监督机构。财

政评审工作应贯穿于政府投资项目的全

过程，应注重设计阶段的监督管理，通

过对设计方案竞选、招标、审查、合同签

订等环节的监督，达到控制造价的目的。

同时，还应不断提高财政评审人员的素

质，使之不仅具有较强的工程造价专业

知识，还具有专业设计知识，以保证设

计阶段财政评审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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