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4

权益性资产处置适用所得税政策难点探析
孙婷婷

近年来，权益性投资业务形态日

趋丰富，业务架构更为复杂，如何准

确适用企业所得税政策，成为摆在广

大纳税人和税务人员面前的课题。笔

者认为企业处置权益性资产应重点关

注以下内容。

（一）权益性资产计税基础确定问

题。首先，应明确不同支付方式取得

权益性投资的计税基础。按照企业所

得税政策规定，企业取得投资资产，

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

以购买价款为计税基础；通过支付现

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该

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

计税基础。支付方式重点关注以下几

点：一是“现金支付”具体包括的支

付方式。“现金”主要指持有期间公允

价值、计税基础不会发生变化的资产，

如现金、银行存款等。对于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等，公允价值可能发生变动，

如果以其作为支付对价，不属于“现

金支付”。二是按照政策规定，通过支

付现金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购买

价款为计税基础。购买价款是指企业

为取得投资资产，实际支付给转让方

的价款。如果企业支付现金方式取得

投资资产过程中，产生印花税，应该

允许企业将印花税在当期税前扣除。

三是企业取得投资资产，除通过支付

现金、银行存款等方式，还可能通过

其他方式，如通过支付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等。这些方式支付对价没有直

接体现为现金、银行存款等，需要通

过投资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

税费确定计税基础。其次，应明确取

得时间不同的权益性投资的计税基础

确定问题。根据企业所得税政策的规

定，企业使用或者销售的存货的成本

计算方法，或企业在不同时间购买同

一品种国债的，其转让时的成本计算

方法，可以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

法、个别计价法中选用一种。计价方

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变更。如果投

资企业在不同时间，先后多次取得同

一被投资企业的股权，以及存在定增

等情形都存在争议。如果企业会计处

理按照加权平均法确定，企业所得税

处理原则上与会计处理保持一致。如

果企业先后多次购买同一家被投资企

业股权过程中，存在定增等情形，且

企业能够准确核算各次取得股权的计

税基础，可以考虑允许企业采用个别

计价法。

（二）企业处置权益性资产损益

的计价问题。不同业务模式下计算资

产处置所得或损失的方法存在差异。

一般情况下，企业转让股权计算转让

所得，不能扣除累积盈余公积和未分

配利润等。如果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

业撤资或减资，先考虑投资成本是否

收回，后考虑股息所得。如果被投资

企业清算，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

得的剩余资产，先考虑股息所得，后

考虑投资成本是否收回。如果计算方

法不正确，可能影响股息红利、资产

处置所得金额的准确。除了投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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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被投

资企业清算等情形，一般情况下，企

业转让股权计算转让所得，不能扣除

累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留存收

益中按该项股权可能分配的金额。但

企业转让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权，其

中的留存收益，可能一部分是投资企

业持有被投资企业股权期间产生，一

部分是投资企业投资前已经在被投资

企业产生并存在。对于投资企业投资

前，已经在被投资企业产生并存在的

留存收益，投资企业投资时已经支付

对价并计入取得的被投资企业股权的

计税基础，投资企业处置股权时，应

该允许其作为计税基础的一部分扣

除。即企业转让股权计算股权转让所

得，对于被投资企业的留存收益，应

区分情况处理，投资企业投资时已经

支付对价并计入取得的被投资企业股

权的计税基础的部分，作为投资成本

扣除，投资企业持有被投资企业股权

期间产生的部分，不能扣除。

（三）投资企业减少投资用于弥补

被投资企业亏损问题。实务中，一些

投资企业将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

的投资，用于弥补被投资企业的亏损。

被投资企业发生亏损，应该由被投资

企业按照政策规定弥补，投资企业不

能调整持有的被投资企业股权的计税

基础，亦不能确认投资损失。无论实

务中哪种情形，都可以分解为：一是

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撤回或减少投

资，其取得的资产中，相当于初始出

资的部分，确认为投资收回；相当于

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

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

分，确认为股息所得，符合条件的，作

为免税收入；其余部分确认为投资资

产转让所得。二是投资企业将撤回或

减少投资取得的资产，捐赠给被投资

企业，被投资企业用其弥补亏损。对

于视同捐赠部分，投资企业不能作为

资产损失税前扣除。如果不属于公益

性捐赠，亦不能税前扣除。被投资企

业取得捐赠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四）不同业务对商誉的处理问

题。吸收合并业务产生的商誉，在投

资企业整体转让或清算时扣除。非同

一控制下控股合并中如果存在商誉，

被投资企业存续，商誉包含在投资企

业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中，在持有被投资企业股权期间不能

税前扣除，处置股权时，应作为计税

基础的一部分扣除。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

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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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2020年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暨第七

届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研究创新竞赛公益活动颁

奖礼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高校PPP论坛、

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指导，上海济邦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主办、中国光大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华夏幸福

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本次论坛着重于对城市发展带来的思考，如何在

相对不确定性的时代和有限的空间维度里面通过土地

资源集约利用，打造多元化载体空间，创造城市发展

新的增长极，持续激发城市功能与活力，提升城市空

间的经济产出。与会代表围绕新发展阶段下中央关于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

话城市蜕变 · 谋城市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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