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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改中的股权交易纳税筹划探析

林琳■

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推进，股权支付方式也日益趋于多样

化。根据现有税收政策，收购股权双方

会因取得方式的不同面临不同的税收

政策。参与混改的各方若能在置换协

议确定之前，将纳税筹划作为一项重

要工作，从而明确重组的目标、方式、

出资比例等，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获

得最大的纳税优惠 ，避免并购重组时资

产的减少，保证重组的效益。本文以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税收政策文件

汇编》（发改办经体［2018］947号）中

相应的税收政策为依据，以国有企业

与民营企业股权重组为例，分别对混

改中主要采用的非货币资产置换、货

币性资产购买股权和非货币性资产加

补价取得股权交易双方的涉税影响进

行分析，最终提出不同支付方式下的

纳税筹划建议。

摘 要： 本文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相关税收政策文件汇编》中相应的税收政
策为依据，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股权重组为例，分别对非货币性资产置换、货币资产购买以及非货币性资产加付补价

三种投资形式下取得股权进行重组的交易双方的涉税影响进行了分析，并针对三种支付方式进行了筹划，减轻了重组双

方的税收负担，保证了重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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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为1 500万元、留存收益为1 000

万元。

（一）筹划前的涉税分析

1.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有关

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4]109号）的规定，企业资产重组、

股权收购等重组过程中，若被收购方

转让出去的股权（或资产）占其全部股

权（或资产）的比例不足50%的，则被

收购方需要按照一般性税务处理规定

确认转让所得并纳税。案例一中甲公

司转让丙公司40%的股权以及乙公司

置换出的房产占全公司公允价值比例

44%，两者均显著低于相关税法规定的

50%的限额。为此，甲乙两公司均应该

按照公允价值确认相关资产的转让所

得并按照规定纳税。针对甲乙公司之

间的股权重组，股权转让所得扣除转

让成本后若有盈余则需要缴纳企业所

一、非货币性资产置换股权模

式下涉税分析及筹划

采用非货币性资产模式交换股权，

即收购方以企业各种有形的动产或不

动产以及无形的资产（包含股权、债权

在内）置换被收购方的股权，以实现对

被收购方的控制。下面将通过案例来

对此类股权重组模式下收购双方的涉

税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纳税

筹划。

案例一：甲国企为更好发展，决

定与乙民营公司进行股权重组。假设

甲公司与乙公司在2018年 6月 7日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乙公司以

其一栋不动产厂房置换甲公司旗下的

全资子公司丙40%的股份。乙公司置

换出的厂房公允价值为2 000万元、账

面价值为800万元，乙公司的全部资产

公允价值为4 500万元 ；丙公司的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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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其中，股权转让成本为历史计价

的投资成本并不涵盖留存收益。该案

例中，甲公司应缴纳企业所得税额350

万元 [（2 000 － 1 500×40%）×25%] ；

乙公司应缴纳企业所得税额300万元

[（2 000 － 800）×25%]。

2.增值税及土地增值税。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

规定，乙公司利用厂房对外置换产权

视同对外有偿转让，需要缴纳增值税；

同时丙、乙公司产生对应的进项税。根

据2019年 3月 2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和海关总署发布的《关于深化增

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中，乙公司

厂房投资产生的应纳增值税（销项税

额）及丙公司产生的应纳增值税（进项

税额）按照最新税率9%计算，即180

万元（2 000×9%），丙公司可在转让当

年一次抵扣。此角度来看，由于增值税

是抵扣制，整个股权重组过程中的增

值税一销一进后相互抵销。另外，根据

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企业

改制重组有关土地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8]57号）规定，房产等不动

产作为入股投资对价，暂免征收土地

增值税。

3.契税及印花税。根据财政部、税

务总局《关于继续支持企业 事业单位

改制重组有关契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 [2018]17号）的规定，土地及房屋等

不动产权属作为投资入股对价应缴纳

契税，其中不动产产权承受方作为纳

税义务人。为此，本案例中丙公司受

让乙公司的厂房应按照其公允价值缴

纳3%的契税，应纳契税额为60万元

（2 000×3%）。另根据《关于企业改制

过程中有关印花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03]183号）的规定，甲乙两公司需要

按照签订的协议标的公允价值的0.5‰

税率缴纳印花税，即甲乙双方各需缴

纳印花税1万元（2 000×0.5‰）。

（二）筹划后的涉税分析

筹划思路：乙公司作为股权重组

对价的厂房可在重组前先从乙公司分

立出去，新设一个全资子公司丁公司。

丁公司新设成功后，甲乙两公司重新达

成战略混改协议，丙公司吸收合并丁公

司并持续存在、丁公司注销，随后按照

协议乙公司取得丙公司的40%股权。

1.企业所得税。经过上述税务筹划

后，因相关持股比例及资产负债计税

基础均发生改变，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的特殊税务规定可知，此时丙公司吸

收合并丁公司符合特殊税务处理规定，

无需确认相关资产转让所得并无企业

所得税纳税义务。

2.增值税及土地增值税。针对增值

税问题，企业发生的合并、分立目前不

属于增值税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征税范

围，故乙公司以厂房分立全新设立的

丁公司和后续丙公司吸收合并丁公司，

均无增值税纳税义务。针对土地增值

税问题，根据土地增值税相关税法政策

规定，其一，企业分立为两个（含）以

上的企业时，若与分立前的企业股东一

致，则分立前企业将土地使用权或不动

产转移或变更到分立后的企业中，暂无

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其二，两个（含）

以上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且原投资主

体持续存在的，则合并前各个企业将土

地使用权或不动产转移或变更到合并

后的企业中，暂无土地增值税纳税义

务。为此，乙公司以厂房分立全新设立

丁公司和后续丙公司吸收合并丁公司，

均无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

3.契税及印花税。根据财税[2018]

17号文规定，若分立后的企业承受分

立前企业的各种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

免征契税；同样，合并后的企业承受

合并前各个企业的土地使用权或不动

产的，免征契税。为此，乙公司以厂房

分立全新设立丁公司和后续丙公司吸

收合并丁公司，因原股东依然存在并

未发生改变，均无契税纳税义务。另根

据财税 [2003]183号文可知，合并分立

中产生的新企业，在新启用的资金账

簿中簿记，但原先已贴花的部分无需

再贴花。由于此次乙公司新设丁公司

和丙公司吸收合并丁公司，均没有增

加新的实收资本，故无契税纳税义务。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若甲乙公司

混改不进行纳税筹划，则各方需要缴

纳税款合计为712万元（350+300+60+

1+1+180 － 180）；而纳税筹划后再进

行股权混改，则各方合计纳税义务为0。

可见，经过纳税筹划减少712万元税款。

二、货币性资产购买股权涉税

分析及筹划

货币性资产购买股权，是指在采用

现金或可确定的金额的货币性资产购买

股权，主要包含现金、银行存款、相应

的票据如持有至到期票据等支付方式。

案例二：接案例一，假设其他条件

不变，甲乙公司协议约定乙公司以2 000

万元银行存款出资购买丙公司40%的

股份。

（一）筹划前的涉税分析

1.企业所得税。考虑甲公司向乙公

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丙公司的40%股

权，故应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相关规定

确认股权转让所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案例中，甲公司的股权转让所得为   

2 000万元，股权转让成本为600万元 

（1 500×40%），故转让过程中甲公司

应缴纳企业所得税350万元 [（2 000 －

600）×25%]。此时，乙公司作为购买

方，无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并按照购买

成本（2 000万元）确认相应的长期股权

投资的计税基础。

2.印花税。甲乙两个公司按照协议

的标的金额2 000万元分别适用0.5‰

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甲乙公司均需

要缴纳印花税1万元（2 000×0.5‰）。

3.甲乙公司股权混改中由于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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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货币性资产购买甲公司全资子公司

的股权，并不涉及增值税及土地增值

税等纳税义务。

（二）筹划后的涉税分析

筹划思路：在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

乙公司前，丙公司先将留存收益1 000

万元转增资本，转增后丙公司的实收资

本将变为2 500万元。

1.企业所得税。根据国税 [2017]34

号文规定，企业的留存收益转增资本无

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故丙公司1 000

万元留存收益的转增资本无企业所得

税纳税义务。不过，甲公司转让丙公

司股权给乙公司需要按照规定计算股

权转让所得并计算应纳所得税额。此

时，甲公司应缴纳企业所得税250万元   

[（2 000 － 2 500×40%）×25%]。

2.印花税。根据财税 [2003]183号

文规定，首先，甲乙两个公司按照协议

的标的金额2 000万元分别适用0.5‰

税率计算缴纳印花税。甲乙公司各方

均需要缴纳印花税1万元。其次，丙公

司利用留存收益1 000万元转增资本需

要按照0.5‰税率缴纳印花税，金额为

0.5万元（1 000×0.5‰）。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若股权混改

前不进行纳税筹划，则双方共存在的

纳税义务为 352万元（350+1+1），但

筹划后各方的纳税义务仅为252.5万

元（250+1+1+0.5），最终可以节税99.5 

万元。

三、非货币性资产加付补价的

方式收购股权涉税分析及筹划

该模式下收购方在支付对价的过

程中除了非货币性资产外，还可能涉

及收付一定的货币性资产补价。

案例三：A公司为了实现在上交

所上市，与即将退市的B国有上市公

司达成协议，以A公司的股权作为支

付对价购买即将退市的B公司全部资

产及负债，然后再将A公司全部资产

注入B公司实现上市的目的。该次交

易中，A公司支付股份为10.03%，对应

股份公允价值为2 025.9万元、账面价

值为783.3万元 ；B公司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3 389.6万元、公允价值为3 309.3

万元，其中不动产及土地使用权估值

为1 783万元。此外，除10.03%股权支

付对价外，A公司还向B公司支付了   

1 283.4万元的银行存款。

（一）筹划前的涉税分析

1.企业所得税。A公司利用非货币

性的股权作为支付对价的同时支付了货

币性资产（银行存款）作为补价，股权支

付对价占比为61.2%（2 025.9/3 309.3），

因低于财税 [2014]109号文规定的股

权支付对价占总对价的85%规定，故

不适用于特殊税务处理规定。为此，A

公司与B公司需要确认相关资产转让

所得并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或确认亏

损。A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扣除股权转让

成本后的余额缴纳企业所得税，应缴

纳企业所得税310.7万元 [（2 025.9 －

783.3）×25%] ；B公司全部资产以3 309.3

万元转让，但其账面价值为3 389.6万

元，转让亏损，故无企业所得税的纳税

义务。

2.增值税及土地增值税。根据财税

[2016]36号文规定可知，企业全部资产

处置出售非增值税征税范围，故A公

司与B公司交易之间并不涉及增值税，

双方均无增值税纳税义务。根据土地

增值税相关税法规定，企业资产处置

过程中发生了不动产及土地使用权的

产权转移在取得对价的情况下需要针

对增值的部分按规定缴纳土地增值税，

但由于B公司转让全部资产中涉及的

不动产转让没有实现增值，故暂时没

有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

3.印花税及契税。根据财税[2003]

183号文规定，A公司与B公司签订协

议需要按照合同金额以0.5‰税率确定

应纳印花税额，即双方各需要缴纳印

花税 1.655 万元（3 309.3×0.5‰）。另

外因A公司与B公司此次交易中涉及

A公司受让B公司 1 783万元的不动

产，故应按照3%的契税税率计算缴纳

契税，A公司应纳契税额为53.49万元

（1 783×3%）。

（二）筹划后的涉税分析

筹划思路：A公司首先以现金收

购的方式支付对价购买B公司1 283.4

万元的部分资产；在前述交易结束

的基础上，A公司再与B公司进行另

一笔交易，即A公司以股权支付方式

（10.03%）购买B公司剩余价值2 025.9

万元的资产。

针对上述A、B公司之间的两笔交

易，第二笔交易因符合特殊税务处理

规定，转让资产超过全部资产50%且

股权支付比例超过85%，故没有企业

所得税纳税义务。针对第一笔交易，一

般来说B公司需要在转让资产时缴纳

企业所得税，不过由于B公司评估资

产减值，低于历史成本，在转让过程

中并没有产生处置收益，则无增值税

纳税义务。在此种方式下，B公司印花

税、契税及土地增值税将不受影响，因

此可以参照税收筹划前的涉税分析。

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发现，交易双方

在重组过程中A、B公司仅需要缴纳各

种税款56.8万元（1.655+1.655+53.49）；

而税务筹划前A、B公司合计需纳税

367.45万元（310.65+1.655+1.655+53.49），

经过筹划将减少310.65万元税款。

责任编辑 陈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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