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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集团基于战略转型等因素考虑，有时需要通过股权多次无偿划转对集团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税法并无明确规定。本文介绍了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涉及的划转企业股权架构、

合理商业目的、股东权益和经营连续性等方面的要求，并对股东权益连续性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建议集团内股权多次划

转应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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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整管理层级、整合业务条

线，集团内常采用股权划转的方式进

行企业重组。股权划转只有在居民企

业集团内特定股权架构的企业间实

施，才能享受税收优惠，适用企业所

得税特殊性税务处理。集团在调整组

织结构过程中，出于政策性要求、战

略转型等因素考虑，有时会实施多次

连续的股权划转。对于这种划转如果

发生在 12 个月内，企业能否继续采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税法没有明确规定。

本文拟根据相关税法规定、企业重组

税收减免原理并结合具体案例，探讨

此种情况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一、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

理相关税法规定

股权划转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

政策依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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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简称 109 号文 ）和对此解释的《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资产（股权）划转企业所得

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15 年 第 40 号，以 下 简 称 40 号 公

告）。在上述两个政策文件中，集团内

企业间的股权划转如要选用特殊性税

务处理，必须是具有 100% 直接控制的

母子公司或者受同一控制方 100% 直

接控制的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股权

划转。如此一来，符合特殊性税务处

理的股权划转就形成了纵向和横向两

个方向，母公司划转至子公司、子公

司划转至母公司、子公司划转至子公

司三种类型。为防止企业通过股权划

转方式逃避缴纳税款，40 号公告第七

条还对股东权益连续性提出了要求，

规定股权划转完成后连续 12 个月内发

生股权结构变化，以致不符合特殊性

税务处理条件的，应重新按照一般性

税务处理，并进行纳税调整。

二、特殊性税务处理连续性

要求分析

40 号公告第七条关于股东权益连

续性的要求较为笼统，对于股权结构

变化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究竟是哪

些具体情形没有展开阐述。对股东权

益连续性要求一般认为有两层含义 ：

一是根据 109 号文和 40 号公告可以直

接推导出股权结构不变就是股权划转

对集团内股权多次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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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 12 个月内仍然是 100% 直接控

制的母子公司关系或是受同一控制方

100% 直接控制的子公司与子公司的

关系。如果划出方、划入方股权结构

在重组后 12 个月内发生了变化，比如

划入方引入新股东，此时就应重新按

照一般性税务处理。二是划入方在 12

个月内仍然持有划入股权。

笔者认为，第二层含义与企业重

组税收减免原理有所冲突。实施特殊

性税务处理的前提有三个原则 ：具有

合理商业目的、股东权益连续、经营

连续。股权划转通常不影响企业的经

营活动，所以主要涉及前两个原则。

从股东权益连续性来看，适用特殊性

税务处理的股权划转是在集团内部

100% 控制的企业间进行的，划转至

集团外企业或是非 100% 控制企业的

股权划转只能采用一般性税务处理。 

划入方持有的股权再次转让有两种情

况 ：一是转让仍在符合 100% 直接控

制股权架构的两类企业间进行，股东

权益连续性存在 ；二是转让至集团外

部企业或内部非 100% 控制企业，此时

不符合政策规定的股东权益连续性。

上述两种情况的性质截然不同，如果

认为这两种情况下划入方都必须在 12

个月内持有划入股权，不免以偏概全。

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的原则之一，一般认为是税务机

关的兜底条款，以防范通过股权划转

方式偷逃税款。但股权再次转让的第

一种情况是企业管理层级调整等现实

需求，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在税法条

文规定不明晰的情况下，没有理由要

求企业重新进行一般性税务处理。

对于股权再次转让，笔者认为应

按 109 号文和 40 号公告（含义一）再次

进行判断，如果符合其要求仍然适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否则就按一般性税

务处理。这样处理更为合法合理、易于

操作。特殊性税务处理实际上是一种

延迟纳税的优惠政策。对于股权在集

团内特定股权架构企业间划转，无论

是一次还是多次，税收优惠都限定在

集团 100% 控制的企业间，原来的计税

基础也得以延续。当股权划转至集团

100% 控制企业外时，再按股权公允价

值减去原计税基础计算缴纳税款。这

样处理与再次转让时直接按一般性税

务处理相比，对于集团整体而言没有

减免税款，只是推迟了纳税时间，还减

少了视同销售价格认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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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条规定重组后连续 12个月

内不得转让所取得的股权。此条规定

主要针对的是非关联企业股权收购，取

得股权支付的原股东转让股权后股东

权益的连续性就终止了，这与40 号公

告针对集团内100% 控制企业间的划转

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认为股权划转的划

入方在重组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划入

股权，则集团内为调整层级及业务的多

次划转要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就需要

在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影响

了税收中性原则。而允许划入方12个月

内再次转让股权，并重新作为一项新业

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既能清楚反

映股权在100%直接控制的母公司与子

公司、子公司之间的每次变更，又能实

现集团内100% 控制企业的快速整合。

多次划转多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年度汇算清缴报送资料等程序也无需

改变，按 40 号公告规定办理即可。

另外，59 号文第十条规定分步交

易应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视为一项企

业重组交易处理，即对于分步完成的

最终达到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 50% 以

上、从而实现对被收购企业控制的股

权收购，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这与

股权多次划转并不相同，股权划转没

有转让股权数量的限制且是在关联企

业间实施，每一次划转都是一个独立

步骤，无法累加，所以不存在分步交

易合并为一项企业重组交易的问题。

三、案例分析

对于形成控制的股权，由母公司

划转至子公司是增加管理层级，由子

公司划转至母公司是减少管理层级，

由子公司划转至另一子公司则是业务

条线的重整。在 40 号公告规定的股权

结构不变具有双层含义的情况下，想

要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集团内股权

划转在 12 个月内一般只能在原 100%

直接控制的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

（老路线）进行一次。如果第一次划转

后能够形成新的 100% 直接控制的母

子公司或子公司与子公司架构（新路

线）时，原持有的股权还可以在新路

线上再次划转。而在 40 号公告规定的

股权结构不变只有含义一的情况下，

在 12 个月内集团内企业原持有的股

权、新划入的股权均可沿着老路线及

新路线多次划转。这样一来，集团就

可以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下方便、迅

速完成组织结构的调整。

例 1 ：甲公司拥有 A 和 B 两家全

资子公司，B 公司又持股并控制 C 公司

51% 股权。因为战略管理需要，甲公司

对所属企业管理层级进行了调整，调

整前及调整后的组织结构见图 1。

本例中甲公司从开始的股权架构

需要进行两次划转才能调整到后来的

架构。因为需要两次划转，也有两个

不同的划转方案 ：一是甲公司先将持

有的 B 公司股权划转至 A 公司，然后

B 公司将持有的 C 公司股权划转至 A

纳税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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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二是 B 公司先将持有的 C 公司

股权划转至 A 公司，然后甲公司将持

有的 B 公司股权划转至 A 公司。方案

一第一次划转是母公司至子公司，第

二次划转是在 A 公司和 B 公司形成新

的母子公司关系基础上子公司至母公

司。方案二第一次划转是子公司至子

公司，第二次划转是母公司至子公司。

方案二的问题在于 B 公司原来与 A 公

司是子子公司关系，后来变为子母公

司关系，是否属于 40 号公告规定的股

权结构变化？笔者认为不能认为是股

权结构的变化，因为 B 公司与 A 公司

仍然符合 40 号公告规定的股权架构，

而且 40 号公告也没有明确界定股权结

构变化的具体情形。

例 2 ：接上例，甲公司和乙公司

同为某集团全资子公司，集团决定对

集团内企业进行重组，调整前及调整

后的组织结构见图 2。

集团想要得到理想的组织结构，

必须进行多次划转。因为涉及多次划

转，也有多个划转方案，主要有两种 ：

一是先在甲公司内部进行组织结构重

整，1 年后再划转至乙公司 ；二是先

划转至乙公司，再在乙公司内部进行

重整。方案一按照例 1 重整后，如果再

次将甲公司持有的 A 公司股权划转至

乙公司，甲公司与 A 公司的母子公司

关系就出现了断裂，原来依据这个关

系划转的 B 公司股权需要重新按照一

般性税务处理。方案二甲公司将持有

的 A、B 公司股权划转至乙公司，乙公

司与 A、B 公司就形成新的母子公司关

系，A、B 公司就形成新的子子公司关

系。此时乙公司持有的 B 公司股权是

图1  甲公司组织结构图

图2  某集团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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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划入的股权 ：如果认为 40 号公告规

定的股权结构不变具有双层含义，为

了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乙公司必须

在这次划转 12 个月后再进行划转 ；如

果认为 40 号公告规定的股权结构不变

只有含义一，乙公司则能继续将持有

的 B、C 公司股权划转至 A 公司。在后

一种情况下，方案二可以快速实现集

团组织结构调整的目标。

四、结论

109 号文和 40 号公告对集团内股

权划转的企业所得税处理给予了税收

优惠，不过其对股权的多次划转如何

进行处理并没有清晰规定。集团在实

施股权多次划转时，为了谨慎处理，

可能会以时间换空间、跨年度进行操

作。这样虽然降低了税务合规性风险，

可是同样降低了集团内企业重组的效

率。建议财税部门进一步明确集团内

多次划转可以多次适用特殊性税务处

理，为重组业务的企业所得税处理提

供更加明确的指导，助力经济结构不

断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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