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纳税与筹划

转让股权：采用何种方式收益最大化

薛东成

一、案例背景资料

三金粮油加工有限公司（简称三金公司）由三金粮油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三金集团）和中原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

司）于 2004年3月共同出资组建。根据有关协议、章程的规定，

三金公司注册资本为4 000万元，其中三金集团出资2 04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51% ；中原公司出资1 9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9%。三家公司都属于内资企业。三金公司从成立至 2010年12

月期间从未对投资企业分配过股利。截至 2010年12月 31日，

三金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实收资本 4 000万元、盈余公积1 200万

元、资本公积 800万元、未分配利润 5 000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11 000万元。2011年1月18日，被投资企业三金公司召开股

东会，就变更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可供分配的利润按股权投资

比例进行分配两项事宜商议：一是考虑到公司的长远发展，主

要投资方三金集团拟收购中原公司持有的三金公司 44% 的原始

股份共1 760万元，为了兼顾双方的利益，收购价按所有者权益

账面价值计算确定，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二是拟将三金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按持股比例一次性地在两个法人股东之间进

行分配。那么，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股利分配和股权转让，才能

在符合税法规定且各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实现转让方实际收益

最大化？

二、税收政策分析

1.持有收益方面的规定。

这里说的持有收益是指税法对一般股权投资持有期间从

被投资方分配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

方作出利润分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10]79号）明确：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

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

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明确了企业

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2）符合条件的

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3）在中国境

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

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进一步明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

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

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

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

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

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从上述

规定可以看出，由于持有收益是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税后利

润分配取得的，为避免重复征税，税法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

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即持有收益规定为免税

收入。显然，本案例投资方三金集团和中原公司按照持股比例

从被投资方三金公司分得的股息红利完全符合免税规定条件。

2.处置收益方面的规定。

《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企业在转让

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投资资产的成本准予扣除。依据国税函

[2010]79号文规定，企业转让股权收入，应于转让协议生效且

完成股权变更手续时确认收入的实现。转让股权收入扣除为取

得该股权所发生的成本后为股权转让所得。股权转让所得也可

简称处置收益。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投资

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配的

金额。《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取得财产转让等所得企业所得

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19号）规定，

企业取得财产（包括各类资产、股权、债权等）转让收入、债务

重组收入、接受捐赠收入、无法偿付的应付款收入等，不论是

以货币形式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除另有规定外，均应一次性

计入确认收入的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上述规定表明，因

为股权转让所得也即处置收益属于财产转让获得的增值部分，

所以必须将股权转让所得全额并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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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不得扣除被

投资企业未分配利润等股东留存收益中按该项股权所可能分

配的金额”这一条规定可以理解为：被投资企业只有把留存收

益分配给股东的，才能作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享受

免税待遇，在处置时投资企业应该享有但尚未分配部分应确认

为股权转让所得而不能确认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也就是说，如果被投资企业没有在投资企业转让股权之前将这

部分留存收益分配给投资者，投资企业将这部分留存收益随着

股权一并转让的，税法不视为免税收入处理。这样，必然导致

这部分留存收益在转让环节被重复征税，增加投资企业的税收

支出。

三、纳税方案设计

有关股权转让所得不得扣除留存收益的规定，为股权投资

转让业务提供了纳税筹划空间：是先转让再分配，还是先分配

后转让，不同的方式带来的税收负担不同，进而导致股权转让

企业的实际收益产生差异。如果在股权转让之前先将投资企业

应享有的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就可以将一部分处置收益转化

为持有收益，让应税收入转化为免税收入。企业股权转让时，除

了利用持有收益和处置收益在纳税上存在的差异进行纳税筹划

外，还有可以利用的其他筹划空间。例如将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增加计税基础的筹划。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相当于被投资企业

先对股东分红，投资企业（股东）再将分红用于追加投资，因此

按照税法规定被投资企业要确认收入。但盈余公积转增资本要

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按照《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法

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

注册资本的25%。如本例，如果股东会决议，将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时，盈余公积至少应保留的余额=4 000×25% =1 000（万元），

可用于转增资本的金额 =1 200 - 1 000=200（万元）。按照这个

思路，将两个方案的税收负担和实际收益计算对比如下：

方案一：先转让再分配。

1.计算中原公司处置收益。

股权转让价格 =11 000×44% =4 840（万元）

股权转让成本=4 000×44% =1 760（万元）

股权转让所得 =4 840 - 1 760=3 080（万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3 080×25% =770（万元）

股权转让净收益=3 080 - 770=2 310（万元）

2.计算中原公司持有收益。
中原公司按持股比例应分配的股息红利=5 000 ×（49% -

44%）=250（万元）

中原公司实际收益=处置收益2 310+持有收益250=2 560

（万元）

在方案一中，三金集团支付的收购价款为4 840万元。按

持股比例应分配的股息红利 =5 000×（51% +44%）=4 750（万

元）。

方案二：先分配再转让。

1.计算中原公司持有收益和转增资本确认收入。

中原公司按持股比例应分配的股息红利 =5 000 ×49% =

2 450（万元）

将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确认收入=（1 200 -4 000×25%）×

49% =98（万元）

2.计算中原公司处置收益。

分配股利后三金公司所有者权益=11 000 -5 000=6 000

（万元）

中原公司股权转让价格=6 000×44% =2 640（万元）

股权转让成本=（4 000+200）×44% =1 848（万元）

股权转让所得 =2 640 - 1 848=792（万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792×25% =198（万元）

股权转让净收益=792 - 198=594（万元）

中原公司实际收益=持有收益 2 450+ 转增资本确认收入

98 +处置收益594=3 142（万元）

在方案二中，由于分配利润、转增资本后，三金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总额为6 000万元，三金集团支付的收购价款=6 000

×44% =2 640（万元），按持股比例应分配的股息红利 =5 000

×51% =2 550（万元），盈余公积转增资本视同分红确认收入

=200×51% =102（万元）。

四、实际收益比较

作为股权转让方中原公司，方案二实际收益3 142万元比方

案一实际收益2 560万元增加实际收益 582万元。其中包括两

部分：

1.先分配未分配利润节税支出 550万元。方案一中，中

原公司应享有三金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包括在转让价格中，在

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按规定不得扣除，导致重复纳税的收

益 =5 000×44% =2 200（万元），多纳企业所得税=2 200 ×

25% =550（万元）。在方案二中，股权转让之前已经将中原公司

应享有的未分配利润 2 200万元进行了分配，使应税收入（处

置收益）2 200万元转化为免税收入（持有收益）2 200万元，

避免了 2 200万元收益的重复纳税，节省税收支出 550万元，

等于增加企业收益 550万元。

2.转增资本净增加的收益 32万元。盈余公积转增资本后，

虽不影响三金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额，但中原公司要

视同分红确认收入 98万元，由于属于利润分配性质，按照现行

税法的规定，只要符合《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

规定的条件同样可以作为免税收入。同时由于转增资本，让中

原公司在计算股权转让所得时，增大税前扣除的股权投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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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4% =88（万元），即减少股权转让所得 88万元，节省所

得税支出 =88×25% =22（万元）。通过转增资本，中原公司可以

实际增加收益=98 -（88 - 22）=32（万元）。
也就是说，如果在将未分配利润 5 000万元按持股比例分

配的同时，再将盈余公积 200万元按持股比例转增资本，中原

公司实际收益达到最大化。作为该股权受让方，方案二比方案

一节省应支付的收购价款=4 840-2 640=2 200（万元），节省支

出就是增加收益，加上应分配的股息红利2 550万元和盈余公

积转增资本视同分红确认的收入 102万元，收益合计4 852万

元，大于方案一按持股比例应分配的股息红利 4 750万元，说明

方案二并没有对三金公司经济利益产生任何不利影响，所以方

案二双方都能接受，实现了在符合税法规定且双方都能接受的

前提下，转让方实际收益最大化的筹划目标，该方案具有可行

性。

（作者单位 ：河南省南阳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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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个方面看《关于股权转让所得

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的公告》

王利娜

2009年 6月12日，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的背景下，国家税

务总局出台了《 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

通知》（国税函[2009]285号，以下简称 285号文），对个人股权

转让的个人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规范。回顾285号文的主要精神：

一是规定个人股权转让办理变更手续前应该到税务机关进行申

报纳税，并凭借完税证明、不征税证明或免税证明到工商机关

办理工商登记；二是个人股权转让的纳税地点应该是被投资企

业所在地，由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进行纳税申报；三是如果计

税依据明显偏低（如低价或平价转让），则可以按照净资产份额

核定计税依据缴纳个人所得税。

该文件实施一年多来突显出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

面：第一，虽然该文件规定个人股东进行变更登记前应该先在

税务机关完税然后才能到工商机关变更登记，但是部分地区税

务机关同工商机关并没有很好地沟通，致使在没有完税之前工

商机关也为股权变更了登记，前置程序执行不理想。第二，何为

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什么是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正当理由？285

号文缺乏明确的规定，致使地税机关执行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第三，在实践中转让股权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越来

越大，而个人之间的股权赠送，无论是对赠送方还是接受方征

收个人所得税时都缺乏法律依据，因此以赠送股份为名，实际

上通过暗中支付价款的方式逃避个人所得税的所谓税收筹划大

行其道。

针对 285号文在执行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0 年年末出台《 关于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0年第27号，以下简称 27

号公告），对相关问题进一步予以明确和规范。结合政策出台背

景来看，27号公告的诞生可谓正当其时。

27号公告的行文逻辑清晰，先明确个人转让股权计税依据

应该按照公平交易价格确定，而后提出如果计税依据明显偏低

并无正当理由的，应该核定计税依据，从而紧紧围绕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界定：一是什么是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二是什么是正

当理由？三是如果确定了计税价格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采

取什么样的手段去核定？

27号公告所述规定具体可分为以下六个主要方面：

一、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及核定计税依据的一般方法

根据 27 号公告的规定，申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初始投

资成本或低于取得该股权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的，或申

报的股权转让价格低于对应的净资产份额的，属于计税依据

明显偏低，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一般应按对应净资产份额核定

计税依据。

低于成本价转让意味着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不会产生财产

转让所得的个人所得税，而低于所有者权益份额转让股权，则

意味着少缴纳个人所得税。实践中由于现金交易的盛行，股权

转让方往往采取低报交易价格的方式来规避个人所得税。

案例（一）：2009年10月，张先生以现金100万元创办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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