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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国庆

早在 2011 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

关增值税问题的公 告》（国家 税务总局

公 告 2011 年第 13 号，以下简称 13 号公

告），明确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

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

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

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

位和个人，不属于增值税的征 税范围，

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值税。

但是，13 号公告中对于原转让方如果存

在未抵扣完的增值税进项税在资产重组

中如何处理并未明确。对于这一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在 2012 年 12 月31日发布

了《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

增值税抵扣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5 号，以

下简称 55 号公告），明确规定自 2013 年

1月1日起，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

“原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

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以下称“新纳税人”），

并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其在办

理注销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可结

转至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为正确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55 号公告，企业应关注如

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

一、正确把握 55 号公告的适

用条件

虽然 55 号公告规定了资产重组中原

增值税纳税人的留抵 税 额可以结转抵

扣，但这种结转抵扣需同时满足以下四

个条件 ：一是资产重组中的原纳税人必

须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二是资产重组

中的新纳税 人也必须是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 ；三是 原增值税纳税人 在资产重

组中，必须是将全部而不能仅仅是部分

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 ；四是 原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在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

并转让给其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后，必

须要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只有在

申请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时，才能在注销

前将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结转至新纳税

人处继续抵扣。我们需要注意，纳税人

在资产重组过程中，将全部资产、负债和

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纳税人后，原纳

税人既可以注销，也可以不注销。如果

纳税人在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

并转让给其他纳税人后，办理税务和工

商注销手续，实际上属于资产重组中的

企业合并形式。如果纳税人在将全部资

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纳税

人后不注销，资格 仍然保留，实际属于

资产重组中的整体资产转让形式。而 55

号公告规定所要求的形式实际基本类似

于 13 号公告中的合并。

二、不同资产重组形式的影响

综上可知，55 号公告中关于纳税人

在资产重组中可以进行留抵税额结转抵

扣的形式基本只限于企业合并。根据《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 规定，公司合并

实际包括两种情形 ：吸收合并和新设合

并。假设 A 公司吸收合 并 B 公司，B 公

司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

A 公司后，解散注销。此时，只要 A 公司

和 B 公司都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就符

合 55 号文规定的条件。但是，在新设合

并中，假设 A 公司和 B 公司合并后解散，

成立新公司 C，此时能否适用 55 号公告

规定呢？从 55 号公告的规定来看，应该

没有否定这种情况的适用。只不过在新

设合并中，“原纳税人”从一个企业变为

两个（或多个）企业，这里假设是 A 和 B。

“新纳税人”指的是新设合并中新成立的

企业，这里假设是 C。要符合 55 号文规

定的条件，新设公司 C 首先必须是一般

纳税人，这个在制度上没有障碍。根据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22 号）第四条规定，

新开业的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但是，在具

体的实务中，重组各方应提前谋划，把

握好当地国税机关对于新开业企业一般

纳税人的认定条件和申请程序，防止新

设企业因无法认定为一般纳税人而丧

失留抵税额结转抵扣的待遇。新设合并

中，另一个条件可能存在争议，需要企

业关注。通常理解，在新设合 并中，只

要原被合并方中有一个是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且新设公司也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原被合并方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

留抵 税 额就应该能结转到新设公司继

续抵扣。如果 A 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B 公司只是小规 模纳税 人，如果 C

公司一设立就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那

么 A 公司的留抵税额能否结转到 C 公司

继续抵扣呢？从道理上分析应该是可以

的。但是根据 55 号公告的字面规定，要

求“原纳税人”必须是增值税一般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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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可以适用。因此，如果 在新设合并

中，原被合并方中有小规 模纳税人，企

业需要关注这种政策风险，提前咨询当

地税务机关。如果当地税务机关不认可，

企业就需要提前谋划 ：如果是两个企业

的合 并，则只能选择吸收合 并的方式，

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吸收合并小规模纳

税人。如果涉及多个企业的合并，则可

以分两步走，先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

设合并，然后用新设企业吸收合并小规

模纳税人。

上面讨论的是一个企业吸收合并多

个企业或多个企业新设合并为一个企业

的情况。如果是纳税人将全部资产、负

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多个企业，即出

现多个企业吸收合并一个企业的情况，

则原企业的留抵 税 额如何进行分配结

转，这个问题 55 号文未明确。不过，这

种情况在实务中是无法一步实现的。因

为《公司法》定义的合并要么是一个公司

吸收合并多个公司，要么是两个以上公

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没有多个公

司合并一个公司的形式。多个公司合并

一个公司需要进行分步交易，这就需要

根据具体的交易形式来讨论了。

三、增值税留抵税额结转抵扣

的操作流程

55 号公 告 规 定，原纳税 人留抵 税

额顺利结转到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原

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认真核查纳税

人资产重组相关资料，核实原纳税人在

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尚未抵扣的进项税

额，填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组

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一式三份），原

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留存一份，交纳税

人一份，传递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一

份。新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应将原纳税

人主管税务机关传递来的《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资产重组进项留抵 税额转移单》

与纳税人报送资料进行认真核对，对原

纳税人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在确认无

误后，允许新纳税人继续申报抵扣。企

业在实务中要注意好操作环节的衔接。

特别是在新设合并中，在原被合并企业

税务登记注销前，企业需要先将新设公

司的税务登记和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办

理好。因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产重

组进项留抵税额转移单》需要填写新纳

税人的企业名称和纳税人识别码，如果

新纳税人尚未办理相关税务登记手续，

将导致《转移单》无法开具。

四、“营改增”对留抵税额结

转抵扣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

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

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 [2011]111号）以及《财政部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在北京等 8 省市开展交通运输

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2]71号）的规

定，试点地区的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

有应税服务的，截止到试点实施前的增

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不得从应税服务的

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在“营改增”试

点地区，55 号公告中的增值税留抵税额

的处理就相对要复杂一些。根据上述文

件精神，对于试点地区的原纳税人试点

实施前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应不能从新

纳税 人提供的应税 服务的销项税中抵

扣。而对于试点地区原纳税人试点实施

后的留抵税额，新纳税人可以正常进行

抵扣。这里可能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情

况，即原纳税人有试点实施前的增值税

留抵 税额，但其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

动力转让给新纳税人并注销后，如果新

纳税 人只提供应税 服务，即使 原纳税

人的留抵税额结转过来，也无法得到抵

扣。不过这种情况由于不存在业务上的

连续性，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不符合 13 号

公告不征收增值税条件的，那也就没有

留抵税额的结转抵扣问题。

五、企业分立中的增值税留抵

税额处理方法

13 号公告中的资产重组形式包括合

并、分立、出售和置换。但是，55 号公告

基本只规定了合并中的增值税留抵税额

的处理。企业分立中的留抵税额处理不

属于 55 号公告的规范范围。那么，如果

企业分立，被分立企业存在留抵税额应

该如何处理呢？在存续分立中，如果被分

立企业有留抵税额，则被分立企业可以

先选择将部分业务分立成立新企业，将

新企业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后，再

将部分资产卖给新企业（卖资产应缴纳的

销项税和需要结转新企业抵扣的留抵税

额基本一致）。而在新设分立中，被分立

企业则需要先找另外一家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作为载体，先将部分资产卖给载体

企业（卖资产应缴纳的销项税和留抵 税

额基本一致），在企业新设分立完成后，

载体企业再根据要求将相关资产卖给新

设公司，从而实现留抵税额的顺利结转。

六、不注销转让业务中的增值

税留抵税额处理

如果 原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仅转让

部分业务（含相关资产、负债和劳动力），

或即使转让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

但不办理注销手续，则 55 号公告是无法

适用的。此时，与这部分业务相对应的

增值税留抵税额应该如何处理就存在一

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原增值税纳

税人留抵税额（特别是在部分业务转让

中），可以继续进行抵扣。另一种观点认

为，由于上述交易根据 13 号公告规定不

属于增值税征 税范围，不征收增值税，

与这部分业务相关的增值税留抵 税 额

应做进项税转出。笔者认为，为避免不

注销转让业务可能存在的进项税转出风

险，可以筹划在部分业务转让前，将部

分存货或资产销售给第三方，通过存货

或资产销售环节实现的增值税销项税去

消化企业这部分留抵的进项税额。

 （作者单位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

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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