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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和分立是企业重组的重要

形式，其税务处理区分不同条件分别适

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规定和特殊性税务处

理规定，两种处理方式的选择有以下特

点 ：（1）如果企业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

理相关条件，或者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

条件而没有履行相关备案手续，则只能

选择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 ；（2）特殊性

税务处理具有可选择性，是非必须的，

如果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但选择放

弃，也可以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

一、一般性税务处理被合并或

被分立企业税收优惠不承继

企业的合并和分立过程涉及到企业

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如何承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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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税 [2009]59 号）（以下简称《通知》）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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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公告》）对此进行了明确。

如果 选择 一般性税务 处理，合 并

各方企业或分立企业涉及享受企业整体

（即全部生产经营所得）享受的税收优惠

过渡政策尚未期满的，仅就存续企业未

享受完的税收优惠，在存续企业性质及

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未发生改变的情况

下，可以继续享受合并前该企业剩余期

限的税收优惠，其优惠金额按存续企业

合并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亏损计为

零）计算。在企业存续分立中，分立后的

存续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未

发生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分立前该企

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其优惠金额按

该企业分立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亏

损计为零）乘以分立后存续企业资产占

分立前该企业全部资产的比例计算。注

销的被合并或被分立企业未享受完的税

收优惠，不再由存续企业承继；合并或

分立而新设的企业不得再承继或重新享

受上述优惠。

企业整 体 享受的税收优惠过渡政

策，是指全部生产经营所得享受税收优

惠，新所得税法施行以前，企业所得税

优惠大多是企业整体的税收优惠。如 A

企业是享受两免三减半企业所得税税收

优惠的企业，企业整体享受税收优惠，

资产 3 000 万元，2008 年应纳税所得额

为 5 000 万元，是享受优惠政策的第一

年。那么 ：（1）如果在 2009 年 A 企业吸

收合并了 B 企业，合并后的存续企业性

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未发生改变，

则 2009 年可享受免税税收优惠的应纳

税 所得税额为 5 000 万元。（2）如果在

2009 年从 A 企业分立出了C 企业，C 企

业资产为 1 200 万元，分立后的存续企

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未发生改

变，则 2009 年可享受免税税收优惠的应

纳税所得税额为5 000×（3 000-1 200）

÷3 000=3 000（万元）。被合并的 B 企业

或分立而新设的 C 企业不得再承继或重

新享受优惠，仅就存续企业未享受完的

税收优惠有条件承继。

生产经营项目所得的减免是指《公

共基础设施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规定的港口码头、机场、铁路、公路、城

市公共交通、电力、水利等项目和符合

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

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

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

化等，此类投资经营的所得，自项目取得

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四

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合并

或分立各方企业按照税收优惠规定和税

收优惠过渡政策中就企业有关生产经营

项目所得享受的税收优惠承继问题，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九条规

定，在减免税期限内转让的，受让方自受

让之日起，可以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

的减免税优惠；减免税期限届满后转让

的，受让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减免

税优惠。

如 A 企业为公共污水处理企业，享

受生产经营项目所得三免三减半的税收

优惠，2008 年为三免三减半的第一年，

应纳税所得额为5 000 万元；2009 年被

B 企业吸收合并，B 企业 2009 年生产经

营项目所得应纳税所得额为 6 000 万元，

则 B 企业可执行三免三减半第二年的税

收优惠政策，即应纳税所得额 6 000 万

元全部为免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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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并或分立选择特殊性处

理应符合相关条件

《 通知》规定，企业重组同时符合

下列条 件的，适 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规

定 ：（一）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且不以

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

的。（二）被收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

产或股权比例符合本通知规定的比例。

（ 三）企 业重组 后的连 续 12 个月内不

改变重组资产原来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 四）重组交易对价中涉及股权支付金

额符合本 通知规定比例。（ 五）企业重

组中取得股权支付的原主要股东，在重

组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得转 让所取得

的股权。

关于选择 特殊性税务 处理中被收

购、合并或分立部分的资产或股权比例，

《通知》明确，企业合并，企业股东在该

企业合并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

低于其交易支付总额的 85%，以及同一

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企业合并。

企业分立，被分立企业所有股东按原持

股比例取得分立企业的股权，分立企业

和被分立企业均不改变原来的实质经营

活动，且被分立企业股东在该企业分立

发生时取得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

易支付总额的 85%。

《通知》指出，企业发生符合本通知

规定的特殊性重组条件并选择特殊性税

务处理的，当事各方应在该重组业务完

成当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向主管

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证明其符

合各类特殊性重组规定的条件。企业未

按规定书面备案的，一律不得按特殊重

组业务进行税务处理。选择特殊性税务

处理债务重组的相关各方应及时准备相

关资料，按规定申请确认。

《公告》同时明确了选择特殊性税务

处理应确立业务重组主导方，吸收合并

的主导方为合并后拟存续的企业，新设

合并的主导方为合并前资产较大的企业，

分立的主导方为被分立的企业或存续企

业。《公告》明确了具体的申请确认程序，

如企业重组各方需要税务机关确认，可

以选择由重组主导方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层报省税务机关给予确认。采取

申请确认的，主导方和其他当事方不在

同一省（自治区、市）的，主导方省税务机

关应将确认文件抄送其他当事方所在地

省税务机关。

作为合并或分立主导方的企业不但

要履行协调各方、牵头申请确认的义务，

在相关条件发生变化时还有义务及时通

知税务机关。《公告》明确，分立或合并

当事方的其中一方在规定时间内发生生

产经营业务、公司性质、资产或股权结

构等情况变化，致使重组业务不再符合

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 ， 发生变化的当

事方应在情况发生变化的 30 天内书面通

知其他所有当事方。主导方在接到通知

后 30 日内将有关变化通知其主管税务机

关。上款所述情况发生变化后 60 日内，

应按照《通知》第四条的规定调整重组业

务的税务处理。原交易各方应各自按原

交易完成时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计算

重组业务的收益或损失，调整交易完成

纳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及相应的资产

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并向各自主管税务

机关申请调整交易完成纳税年度的企业

所得税年度申报表。

三、特殊性税务处理可承继税

收优惠

《通知》规定，被分立企业已分立出

去资产相应的所得税事项由分立企业承

继，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

项由合并企业承继，这些事项包括尚未

确认的资产损失、分期确认收入的处理

以及尚未享受期满的税收优惠政策承继

处理问题等。

《公告》规定，凡选择特殊性税务处

理的，对税收优惠政策承继处理问题，凡

属于依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七条规

定中就企业整体（即全部生产经营所得）

享受税收优惠过渡政策的，合并或分立

后的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条件未发

生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合并前各企业或

分立前被分立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

合并前各企业剩余的税收优惠年限不一

致的，合并后企业每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应统一按合并日各合并前企业资产占

合并后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进行划分，再分

别按相应的剩余优惠计算应纳税额。分立

后各企业如果税收优惠条件未发生变化

的，无论被分立企业还是新成立企业，都

可以继续享受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

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合并前各企

业或分立前被分立企业按照《企业所得

税法》的税收优惠规定以及税收优惠过

渡政策中就有关生产经营项目所得享受

税收优惠的，受让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

享受减免税优惠。税收优惠承继问题，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九

条的规定处理。

如 A 企业 2008 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500 万元，A 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过渡期

税收优惠，2008 年为第一年免税年度；

被合 并 企 业 B 企 业 2008 年 税 收 优 惠

为两免三减半的第一个减半征收年度，

2008 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300 万元；合并

时 A 企业资产价 值为 1 亿元，B 企业资

产价值为 2 000 万元。合并后企业性质

及适用税收优惠条件未发生改变，2009

年合并后存续的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1 200 万元，则 2009 年应纳税额计算如

下 ：（1）承继合并前 A 企业应享受的税

收优惠 =1  2 0 0×10  0 0 0÷（ 10  0 0 0 +

2 000）=1 000（万元），由于是免税第二

年度，1 000万元全免 ；（2）承继合并前

B 企业应享受的税收优惠=1 200×2 000

÷（10 000+2 000）=200（万元）， 由于是

减半征收的第二个年度，可免的应纳税所

得额为 100 万元 ；（3）合并后企业 2009

年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为 1 200 - 1 000 -

100=100（万元）。■

（作者单位：山东济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邓州市国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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