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14 0542 2014 05·财务与会计 43

对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商榷
宋玉成■

《财务与会 计》2013 年第 10 期刊登了《个人投资者收购

企业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税务与会计处理》一文，笔者对

文中案例分析部分的论 述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与原文作

者商榷。

一、H公司原股东甲企业和原股东乙个人转让股

权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需待商榷

原文案例分析如下：H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的注

册资本为 3 000万元，原股东甲企业占 85% 股份，原出资额为

2 550万元 ；原股东乙个人占 15% 股份，原出资额为 450万元。

H 公司原账面金额中资本公积为 1 200万元（均为股本溢价），

盈余公积 1 300万元，未分配利润为 500万元，均未转增股本。

2013 年 6月，H 公司为了筹集资金，寻求未来发展，进行企业

重组。有股权收购转增股本两种方案如下：

方 案 一 ：“ 企 业 + 个人”以 6 000万 元 合 作 收 购 H 公 司

100% 的股份，股权收购价格不低 于净资产价格。甲将所占

85% 的股份转让给新股东丙企业，乙将所占 15% 的股份转让

给新股东个人丁。且甲和乙均履行了所得税纳税义务。收购股

权后，企业将原账面金额中盈余积累向新股东转增股本。

方案二：“个人+ 个人”以 6 000万元合作收购 H 公司 100%

的股份，股权收购价格不低于净资产价格。甲将所占 85% 的股

份转让给新股东小王，乙将所占 15% 的股份转让给新股东小

李。且甲和乙均履行了所得税纳税义务。收购股权后，企业将

原账面金额中盈余积累向新股东转增股本。

原文作 者分析，甲企 业 需缴 纳的企 业 所 得税 =（6 000-      

3 000-3）×85%×25%=636.8625（万元），乙个人股东需缴纳的

个人所得税 =（6 000-3 000-3）×15%×20%=89.91（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长期股权投资》，甲企业和

乙个人作为投资者，应当按照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初始投资成

本，包括购买过程中支付的手续费等必要支出。案例中 H 公司

原账面金额中的资本公积为 1 200万元（均为股本溢价），假如

甲企业和乙个人是 H 公司的初始设立者，那么1 200万元股本

溢价就是由甲企业和乙个人出资造成的。与之相对应，甲企业

和乙个人作为会计主体，其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不可能是2 550万

元和 450万元，甲企业与乙个人的投资成本之和（不考虑相关费

用）应是 4 200万元。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股权转让所得是

指股权转让价减除股权成本价后的差额，股权成本价是指股权

转让人投资入股时，向被投资企业实际交付的出资金额，或购

买该股权时向该股权的原转让人实际支付的股权转让金额。因

此，作为甲企业和乙个人，股权转让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

得税时的计税成本扣除 3 000万元是不合理的。正确的应是 ：

甲企业和乙个人的股权转让应纳税所得额合计 =（6 000-4 200

-3）=1 797（万元），甲企业和乙个人缴纳所得税合计 =1 797×85%

×25%+1 797×15%×20%=435.7725（万元）。

假如，甲企业和乙个人不是 H 公司的初始设立者，而是通

过股权转让获得 H 公司。要符合原文中股权转让所得税的计

算，就要假设甲企业和乙个人购买时，向原股权转让人实际支

付的恰好分别是 2 550万元和 450万元，而对于 H 公司原账面

余额中的资本公积 1 200万元，应假设全部是原设立股东出资

的。但是这种假设较牵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甲企业和乙个

人作为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应该要超过 3 000万元。因此，文中

的股权转让的税务与会计处理就有问题。

二、文中方案一中关于丁个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会计处理需待商榷

个人股东丁因为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部分缴

纳个人所得税 31.5 万元。原文认为，因原盈余公积转增股本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增加了股权转让成本，反应到 H 公司的账务

处理上是丁投入的实收资本增加。 

笔者认为，丁缴纳的税款不能理解为向 H 公司的投资。

丁作为会计主体因股权转让缴纳了个人所得税，相应增加了对

H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但是，H 公司作为另一个独立的

会计主体，在没有相应的 31.5 万元资金流入的情况下，却要根

据丁增加了投资成本就增加实收资本，显然是错误的。笔者

认为，只有分清案例中投资者和被投资者不同的会计主体，才

能够分别进行正确的税务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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