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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分立与非货币性

资产投资所得税处理的区别

陈斌才  殷德全■

企业重组的所得税处理，因其业务

的纷繁复杂和税收政策的相对不完善，

成为企业所得税处理中的难点问题。而

企业分立的所得税处理，又是企业重组

所得税处理中困扰企业和税务机关的顽

疾。本文以一起税务稽查案例为研究对

象，剖析企业分立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这两类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的异同。

一、企业分立典型案例介绍

（一）企业的初始股权架构

2016年5月，赵某、钱某、孙某、李

某（以下简称赵某等人）分别持有F房地

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F房产）80%、6%、

4%、10%的股份。F房产持有F投资公

司（以下简称F投资）100%的股份，持

有T美食广场100%的股份。企业的股权

架构见图1。

（二）F房产的增资行为

 2016年5月，F房产以其自行建造

的开发产品——东方广场四层、五层、

六层（评估价分别为5 200万元、9 1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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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将所持F投资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赵

某等人，将所持T美食广场的全部股权

转让给了F投资。股权交易过程和调整

后的股权结构见图2、图3。

（四）税企争议

对于该项业务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税务机关认为，F房产以开发的东方商

场四层、五层、六层对T美食广场进行

增资，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

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第七

条的规定，属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

当视同销售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务机关

元、4 100万元）对T美食广场进行增资，

并于2016年11月办理了房屋、土地产

权过户手续。T美食广场于2016年11月

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F房产对该

项业务未作相应的账务处理，T美食广

场于2016年7月作了接受投资的账务处

理，注明新增的股东为F房产。

（三）股权架构的调整

2016年6月，F房产的实际控制人

赵某等人对所属企业集团的股权架构进

行了调整，并于当月完成了股权变更登

记。具体调整方式为：赵某等人将所持

F房产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F投资。F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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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企业股权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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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F房产按照12 000万元的房屋成本

和15%的成本利润率，调增2016年度应

纳税所得额1 800万元。

F房产认为，其以开发产品对T美

食广场增资的行为，属于企业重组中的

企业分立。由于F房产所有股东按原持

股比例取得了分立企业的股权，其股东

未发生变化；分立后的公司—— T美食

广场也未改变原来的实质经营性活动。

企业在分立发生前后连续12个月分步

对资产、股权进行交易，并完成了工商、

税务变更登记，应当按照特殊重组进行

所得税处理—— 被分立企业在重组当

期不确认应税所得，分立企业取得的分

立资产以该资产的原计税基础作为计

税基础。

（五）税务机关的证据

税务机关在对F房产进行税务检查

时，由于F房产对该项增资业务没有进

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所以对F房产增资

行为的定性以及税务处理意见的提出，

均是以被增资方T美食广场的会计处理

作为主要证据。T美食广场接受增资时

的会计处理为：借记“固定资产”18 400

万元，贷记“实收资本—— F房产”11 800

万元、“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6 600  

万元。

二、企业分立业务的所得税处理

（一）企业分立的定义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

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

通知》（财税[2009]59号，以下简称59号

文）的表述，企业分立是指一家企业（以

下称为被分立企业）将部分或全部资产

分离转让给现存或新设的企业（以下称

为分立企业），被分立企业股东换取分立

企业的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实现企业的

依法分立。

（二）企业分立的股权架构

企业分立是在股东层面进行的，分

立后，分立企业的股东是被分立企业的

股东而非被分立企业本身。以派生分立

为例，A公司的股东是甲公司和乙公司，

从A公司中分立出一个B公司，A公司

存续。分立后B公司的股东可能是甲公

司和乙公司，也可能是甲公司或乙公司，

但不能是A公司。

企业分立后的股权架构有两种可

能：（1）分立后被分立企业和分立企业

的股东相同。这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分立后分立企业和被分立企业的

股东相同，持股比例也相同；二是分立

后分立企业和被分立企业的股东相同，

但持股比例不同。这两种类型的企业分

立，通常是基于对业务的分立。（2）分立

后被分立企业和分立企业的股东不同。

这种企业分立通常是基于对人（股东）

的分立。

（三）企业分立与股权投资的区别

在税收实务中，无论是税务机关还

是纳税人，容易将企业分立和股权投资

混淆，把股权投资当作企业分立处理。

企业分立和股权投资的主要区别是：（1）

企业分立是资本交易，是在股东层面进

行的。股权投资是资产交易，是在公司

层面进行的。（2）企业分立，被分立企业

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同步减少。股

权投资，投资企业的股权投资增加，固

定资产等减少，资产总额基本不变。（3）

企业分立，分立企业对被分立企业分立

前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股权投

资，被投资企业对投资企业的债务无连

带偿还责任。

（四）企业分立的所得税处理规定

按照59号文的规定，企业分立业务

的企业所得税处理（以下简称所得税处

理），分为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

处理两大类。

企业分立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各

方当事人的所得税事项包括：（1）被

分立企业继续存在时，被分立企业分

立出去的资产，其公允价值与计税基

础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应税所得或损

失。被分立企业不再继续存在时，被

分立企业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2）

分立企业取得的分立资产和负债，以公

允价值作为计税基础。（3）被分立企业

继续存在时，被分立企业股东取得的对

价应视同被分立企业分配进行处理。被

图2  股权交易流程图

图3  调整后的股权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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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立企业不再继续存在时，应按清算进

行所得税处理。

企业分立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各方当事人的所得税事项包括（以派

生分立且对价全部以股权支付为例）：

（1）被分立企业分立出去的资产，其

公允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不

确认应税所得或损失。（2）分立企业取

得的分立资产和负债，以该项资产或

负债的原有计税基础作为计税基础。（3）

被分立企业股东放弃被分立企业股权的

（以下称旧股），以放弃旧股的计税基础

作为取得分立企业股权（以下称新股）

的计税基础。不放弃旧股的，按照税基

递延原则确认取得新股的计税基础。

（五）企业分立特殊性税务处理的 

实质

企业分立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对

于被分立企业的股东而言，属于递延纳

税—— 将本应在重组当期缴纳的税收，

通过税基替换，递延至将来缴纳。对于

被分立企业和分立企业而言，存在税负

转嫁—— 将本应由被分立企业在分立当

期缴纳的税收，通过税基转移，转嫁给

分立企业，由分立企业在分立后缴纳。

关于企业分立过程中的递延纳税和税负

转嫁问题，举例说明如下：

A公司的股东为甲公司，从A公司

中分立出B公司。甲公司放弃计税基础

7 000万元的A公司股权，取得公允价值

10 000万元的B公司股权。A公司被分立

资产的公允价值10 000万元，计税基础

6 000万元。分立完成的12个月后，B公

司以12 000万元的价格转让分立中取得

的A公司资产，甲公司以15 000万元的

价格转让B公司股权。该项企业分立业

务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

理税收负担比较如表1。

通过分析上表可以看出：（1）对于

被分立企业和分立企业而言，企业分立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被分立企业的应

税所得减少4 000万元，分立企业的应税

所得增加4 000万元。被分立企业通过税

基转移，将其本应在分立当期缴纳的税

收转嫁给了分立企业，由分立企业在分

立后承担。（2）对于被分立企业的股东

而言，企业分立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

分立当期确认应税所得3 000万元，分立

后确认应税所得5 000万元。适用特殊性

税务处理，分立当期不确认应税所得，

分立后确认应税所得8 000万元。被分立

企业的股东通过税基替换，将其本应在

分立当期确认的应税所得，递延至将来

转让分立企业股权时确认。

三、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所得

税处理

（一）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认定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是指企业以非

货币性资产对其他企业进行投资，取得

被投资企业的股权。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具有如下特征：（1）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是在公司层面进行的，属于资产交易。

（2）投资后，投资企业资产负债表中长

期股权投资增加，固定资产等减少，资

产总额基本不变。（3）投资企业的债务

由投资企业自行承担，被投资企业对投

资企业的债务不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所得税

处理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

货币性资产投资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4]116号，以下简称116

号文）的规定，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所

得税事项包括：（1）企业以非货币性资

产投资，其公允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

差额，确认为资产转让所得，可以在不

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均匀纳税。（2）投

资企业取得的被投资企业的股权，以公

允价值作为计税基础。非货币性资产投

资所得选择分期纳税的，股权的计税基

础逐年调整。（3）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

对外投资，应于投资协议生效并办理股

权登记手续时，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

收入的实现。

（三）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期纳税的

实质

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国

家之所以允许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得分

期纳税，其目的主要是解决纳税人的支

表1                     企业分立适用一般重组和特殊重组税收负担的比较                                         单位：万元

重组当事人 期间 一般重组应税所得 特殊重组应税所得 特殊重组税负比较

被分立方
(A公司)

分立当期 10 000 - 6 000=4 000 0 0 - 4 000=-4 000

分立以后 0 0 0

分立方
(B公司)

分立当期 0 0 0

分立以后 12 000 -10 000=2 000 12 000 - 6 000=6 000 6 000 -2 000=4 000

被分立方股东
（甲公司）

分立当期 10 000 -7 000=3 000 0 0 -3 000=-3 000

分立以后 15 000 -10 000=5 000 15 000 -7 000=8 000 8 000 - 5 000=3 000

应税所得合计 14 000 14 000 14 000 -14 000=0

说明：选择一般重组，B公司取得A公司资产，甲公司取得B公司股权，均以公允价值10 000万元作为计税基础。选择特殊重组，B公司取得A公
司资产，以该资产的原计税基础6 000万元作为计税基础；甲公司取得B公司股权，以原持有A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7 000万元作为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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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能力问题。需要说明的是，非货币性

资产投资中的分期纳税与企业重组中的

递延纳税不完全相同，分期纳税有明确

的纳税期限（如不超过5年），递延纳税

没有明确的纳税期限。但无论是分期纳

税还是递延纳税，企业都可以利用延期

缴纳税款的资金时间价值。另外，116号

文也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符合59号文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

的，也可以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即可

以选择递延纳税。

四、企业分立税务稽查案例分析

本文前述案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

面分析企业的所得税处理方法以及税

务机关的所得税处理决定是否符合税

法规定。

（一）案件的处理原则

F 房产以东方商场对T美食广场增

资，税企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该项业务属

于企业分立还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如

果将该项业务定性为企业分立，需要进

一步判断其所得税处理应当适用一般

性税务处理还是特殊性税务处理，再进

而确定F房产是否应当在分立当期确认

应税所得。如果将该项业务定性为非货

币性资产投资，F房产在投资环节就要

确认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得，就要选择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所得是当期纳税还

是分期纳税。F房产如果选择对非货币

性资产投资所得分期纳税，还要确认在

投资当期及以后期间应当申报的应纳

税所得额。

从逻辑上来讲，一项业务的准确定

性，应当以被认定事实所实际呈现出来

的特征和拟定性业务应当具备的特征进

行比较，根据二者的契合度来判定业务

的性质。如前文所述，企业分立和非货

币性资产投资的本质区别是，企业分立

是在股东层面进行的资本交易，而非货

币性资产投资是在公司层面进行的资产

交易。其外在表现形态是，以A公司的

部分非货币性资产设立B公司，如果B

公司的股东是A公司，该项业务属于非

货币性资产投资；如果B公司的股东不

是A公司，而是A公司的股东，该项业

务属于企业分立。

（二）案件的分析思路

F房产2016年5月以其自行建造的

东方商场对T美食广场进行增资，T美

食广场于2016年11月办理了股权变更

登记手续。同时，F房产所属企业集团的

实际控制人赵某等人于2016年6月对企

业集团的股权架构进行了调整。假如没

有企业股权架构的调整，F房产对T美

食广场增资后，如果T美食广场增加的

股东是F房产的股东赵某等人，该项业

务属于企业分立。如果T美食广场增加

的股东是F房产，该项业务属于非货币

性资产投资。

问题是F房产对T美食广场增资

后，T美食广场变更股权登记前，整个

企业集团的股权架构进行了调整。在此

情形下，要判定该项业务属于企业分立

还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分析思路应当

是：（1）确认企业股权架构调整后，F

房产、T美食广场的股东以及股东变更

时间。（2）确认F房产以商场增资后，T

美食广场新增的股东以及新增股东的变

更时间。（3）确认T美食广场变更新增

股东当期，F房产的股东。（4）T美食广

场变更新增股东当期，如果其新增股东

是F房产的股东，该项业务属于企业分

立。如果其新增股东是F房产，该项业

务属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三）案件的分析过程及结论

根据前述案情介绍和分析思路，我

们对F房产增资T美食广场的行为进

行定性和所得税处理，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1）企业股权架构调整后，F房

产的股东为F投资，股东变更登记时

间为2016年6月。（2）F房产以商场增

资T美食广场后，T美食广场新增股东

为F房产，新增股东登记时间为2016

年11月。（3）T美食广场新增股东当期

（2016年11月）， F房产的股东是F投资

（2016年6月变更）。（4）由于T美食广

场新增股东登记当期（2016年11月），

其新增股东是房产出资人F房产，而

不是F房产的股东F投资，所以该项业

务属于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当按照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进行所得税处理。（5）

假设T美食广场新增股东登记当期

（2016年11月），其新增股东是房产出资

人F房产的股东F投资，该项业务属于

企业分立，应当按照企业分立进行所得

税处理。

（四）案件的税务处理

如果将F房产以东方商场增资T

美食广场的行为定性为非货币性资产

投资，F房产应当按照116号文的规定

进行所得税处理。所得税事项包括：

（1）按照东方商场的评估价格18 400

万元确认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

（2）按照东方商场的账面成本12 000

万元确认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3）

以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减计税基

础，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6 400万

元（18 400 - 12 000）。（4）在投资协议

生效并办理股权登记手续时（2016年11

月），确认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收入的实

现。（5）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所得  

6 400万元，可以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

分期均匀计入相应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按照税法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案例点评

本文前述案例，从税务机关的角

度看，其执法行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认定公司股东身份，应当以工商

登记等外部证据作为主要证据，被投

资方的会计核算资料等内部证据不能

作为认定公司股东身份的主要证据。（2）

在已知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评估价

格）、计税基础的情况下，企业所得税应

当查账征收而不是核定征收。（3）尽管

税务机关将该项业务定性为非货币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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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投资，但是在认定过程中，没有比较

企业分立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区别，

分析问题不全面，认定问题不准确。

从纳税人的角度看，其对该项业务

的安排、定性以及所得税处理存在以下

问题：（1）混淆了企业分立业务与投资

业务的区别，将公司层面的资产交易当

作股东层面的资本交易进行处理。（2）

混淆了企业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的区别。

该项业务，企业自述公司股东没有发

生变化，实际上每个公司的股东都发生

了变化，没有变化的是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企业分立业务是在股东层面而不是

控制人层面认定。（3）F投资以东方广

场四层、五层、六层对T美食广场增资，

评估价分别为5 200万元、9 100万元、   

4 100万元。同一幢楼的不同楼层，面积

相同，但评估价高低相差一倍多，真实

性存疑。

五、企业分立业务中的涉税风险

通过对前述案例的分析，我们认为

企业在安排分立业务时，应当充分考虑

以下几个方面的涉税风险。

（一）关于企业分立的商业实质

企业分立，有基于企业发展战略

进行的分立，如从电信业务中分立出

移动通讯业务；也有基于避税目的安

排的企业分立，如先做企业分立，再作

股权转让，将资产转让转化成股权转

让，以规避相关税收。只有具有合理商

业目的的企业分立，才能适用特殊性

税务处理。所谓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企

业的业务安排不以推迟、少缴或不缴

税款为主要目的。但是在税收征管实

务中，如果企业对分立业务安排不当，

税务机关也有可能将具有合理商业目

的的企业分立判定为不具有合理商业

目的，从而否定企业重组的特殊性税

务处理安排。

（二）关于企业分立的业务安排

企业分立是在股东层面进行的，是

资本交易。股权投资是在公司层面进行

的，是资产交易。企业分立的所得税处

理分为一般性税务处理（当期纳税）和

特殊性税务处理（递延纳税），但非货币

性资产投资的所得税只能当期纳税或分

期纳税（分5年纳税），一般不能递延纳

税。本文前述案例，纳税人混淆了企业

分立和股权投资的区别，误将股权投资

按照企业分立进行所得税处理，导致税

务机关追缴税款并给予纳税人行政处

罚，增加了企业的涉税风险。

（三）关于企业分立中的税负转嫁

企业分立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对

于被分立企业的股东而言属于递延纳

税，将本应在分立当期确认的应税所得

递延到分立后确认。但对于被分立企业

和分立企业而言属于税负转嫁，将本应

由被分立企业在分立当期缴纳的税收转

嫁给分立企业，由分立企业在分立后缴

纳。企业在安排分立业务，尤其是在安

排分立前后股东相同、持股比例相同的

分立业务（集团内分立）时，应当比较

分立企业和被分立企业的税收负担，据

此确定是否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避免

在企业分立时将应税所得转嫁给税收负

担重的企业，增加企业集团的整体税收

负担。

（四）关于分立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

企业分立业务适用一般性税务处

理，被分立资产公允价值与计税基础之

间的差额，应当确认为重组所得。在企

业分立业务中，被分立资产公允价值的

确认，要综合考虑重组当事人之间的关

联关系、重组目的、各方当事人的税收

负担等因素，选择恰当的资产评估方法

合理确认。但是无论选择何种方法确

认资产公允价值，其结果应当合乎逻

辑。如果资产公允价值的确认显失公

平，如前述案例，同一商场不同楼层的

评估值相差一倍多，就会存在比较大的

涉税风险。

综上所述，企业分立是在股东层面

进行的资本交易，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是

在公司层面进行的资产交易。企业分立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存在递延纳税和

税负转嫁的问题。而非货币性资产投资

可以当期纳税，也可以分期纳税，但是

一般不能递延纳税。企业在安排分立业

务时，应当重点关注递延纳税、税负转

嫁对企业重组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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