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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从事生产经营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个体工商户、独资

企业、合伙企业、公司制企业等，其中合伙企业又分为有限合

伙与普通合伙。企业税收负担是指企业缴纳税款与相关税源

的比例关系，根据我国目前的税制，企业税负与企业组织形式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旨在分析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下企

业的所得税税收负担的大小。

一 尧 合 伙 企 业 与 公 司 制 企 业 税 负 比 较

根据税法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公司制

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不是企业所

得税的直接纳税主体，而是先区分投资人的身份，然后按照

不同身份分别征收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

其他类别税收如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

税）、财产税、行为税和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

等，按照企业的经营行为纳税，与企业的组织形式无关。根据

《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从组织形式看，主要有合伙企业、公

司制企业两种组织形式适用不同税种。

合伙企业组织形式下，企业所得的纳税是根据流转原则

分配的，即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先在合伙企业层面上计算，然

后按照合伙人的出资比例再分配给合伙人，由合伙人申报缴

纳经营所得税收。这就是说，作为“透明体”的合伙企业层面是

不用缴纳所得税的，这就是所谓的“先分后税”原则。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对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如何缴纳

所得税问题进行了规范，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

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

是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在公司制企业组织形式下，

企业须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分配给投资者后再

根据投资者的不同身份缴纳个人所得税或者企业所得税。这

样仔细一算，同一笔收入实际上征纳了两次税，这就是通常所

说的“经济性重复征税”。由此也可见，不同组织形式企业的税

负是不同的：合伙企业征收一道所得税，公司制企业征收两道

所得税。那么是不是合伙企业税负一定低于公司制企业呢？下

面，我们通过建模来进行具体分析。

二 尧 不 同 组 织 形 式 下 企 业 的 税 负 建 模 分 析

投资者的投资去向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投资单位直接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即属于投资实体经济；另一种是被投资单

位将投资者的投资再参股投资其他企业，不直接从事生产经

营，即属于投资虚拟经济。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

的生产和服务、流通等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

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

为方便描述，建立结构模型如下：投资者 A、B（自然人或

者法人）投资设立了甲企业（法人或者合伙企业），甲企业直接

从事实体经济，或者投资于其他公司制非上市企业———丁公

司（如下图所示）。

下面，假设 A出资比例为 m，B出资比例为（1-m）；企业

甲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为 L。现分两种情况来分析 A、B不同投

资的税负情况。

（一）投资实体经济的税负

根据现行税收制度，从企业层面看，公司制企业缴纳 25%

的企业所得税，合伙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表面看，合伙企

业的税收负担轻。事实究竟如何，下面用实例来说明。

1. 投资者 A、B均为个人。

（1）如果甲企业为公司制非上市企业，则投资者 A、B 个

人取得投资回报的形式就是分红，A、B个人取得非上市公司

的红利须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综合考虑企业层面 25%的

企业所得税与投资者层面 20%的个人所得税，其总体税负为

A1=25%+（1-25%）伊20%=40%。

（2）如果甲企业为合伙企业。根据税法规定，合伙企业甲

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但合伙企业的投资者个人须依据取得

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按 5%耀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

个人所得税。综合考虑企业层面与投资者层面承担的税负，其

总体税负仍是 5%耀35%，考虑到五级超额累进税率的速算扣

除数，则总体税负最高不会达到 35%。而按照最高档税率 35%

合伙企业与公司制企业所得税税负比较

包关云

渊浙江绍兴县地方税务局 浙江绍兴 31203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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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其总体税负为：A2=35%-14 750/L，因为 L>100 000，所

以总体税负处于 20.25%耀35%之间。

可见，在投资者确定均为个人的前提下，投资合伙企业的

税负低于投资公司制企业的税负。

2. 投资者 A、B中有一个为法人。

（1）如果甲企业为公司制非上市企业。甲企业要缴纳 25%

的企业所得税，投资者个人 A取得非上市公司的红利须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法人 B取得非上市公司甲的分红依据《企

业所得税法》为免征企业所得税。综合考虑企业层面与投资者

层面，其总体税负为 A3=25%+（1-25%）伊20%伊m=25%+15%m，

因为 m<1，所以 25%+15%m<40%，而且m越小则总体税负越

小，也就是说个人股份占比越小企业税负越小，当 m=0或者

1的时候，甲企业为一人有限公司。

（2）如果甲企业为合伙企业。合伙双方约定，按照出资享

受分配的利润甲企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但 A投资者个人须

按照取得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 5%耀35%五级超额累进税

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企业的法人投资者 B须按照取得合

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按照最高档税

率 35%测算，其总体税负为：A4=（1-m）伊25%+35%m-14 750/

L=25%+10%m-14 750/L。

可见，在投资者确定为有一个法人的前提下，投资合伙企

业的税负低于投资公司制企业的税负。

综合以上两类四种情况，其结果：A1>A3>A4，A2>A4。因此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股东均为个人的公司制企业税负最大，法

人与自然人的合伙企业的税负最低。

但是，如果投资者可以自主选择为法人或者自然人时，我

们再来比较合伙企业与公司制企业的税负，也就是只要比较

A3与 A2的大小。计算可以得到：当 m>2/3时，A3>A2，即用一

个法人与个人组成的公司制企业税负大于两个自然人投资成

立的合伙企业；当 m<2/3时，A3<A2。即个人投资比例小于 2/3

时，用一个法人与个人组成的公司制企业税负小于两个自然

人投资成立的合伙企业。

（二）投资虚拟经济的税负

甲公司不直接从事生产经营，而是投资丁公司。甲公司的

利润主要来自丁公司的利润分配所得与转让丁公司的股权所

得。根据现行税收政策，投资者取得投资所得的性质不同，其

投资收益的所得税政策也不一样。

因甲为公司制企业，取得股息所得免税，取得股权转让所

得须缴纳 25%的企业所得税。当甲为合伙企业时，甲取得股息

所得与取得股权转让所得均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自然人投资者层面，不论甲是公司制企业还是合伙企

业，取得股息所得时，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自然人投资者

均须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当甲取得股权转让所得且是公

司制企业时，自然人投资者须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当甲是

合伙企业时，自然人投资者须按照个体工商户的 5% 耀 35%五

级超额累进税率的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在法人投资者层面，若甲是公司制企业，其取得股息所得

与取得股权转让所得，法人投资者免征企业所得税；若甲是合

伙企业，法人投资者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为便于理解，笔者将上述税收政策整理列表如下：

甲企业为两个自然人投资即表中的淤于盂组合：甲企业

取得股息所得时，公司制企业与合伙企业的税负一样；甲企业

取得股权转让所得时，合伙企业税负不一定低于公司制企业。

由于股权投资企业的收益一般都比较稳定，因而个人投资者

适用税率基本上都在 35%以上，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合伙企

业的税负会大于公司制企业的税负。

甲企业为一个自然人和一个法人投资即表格中的淤于榆

组合：甲企业取得股息所得时，合伙企业税负大于公司制企业

税负；甲企业取得股权转让所得时，合伙企业税负不一定低于

公司企业税负。由于股权投资企业的收益一般都比较稳定，个

人投资者适用税率基本上都在 35%以上，所以在大部分情况

下，合伙企业的税负会大于公司制企业的税负。

三 尧结 论

税种不同，税率不同；政策不同，优惠不同。从上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不能简单地根据征收税种的多少来判断企业

税负的高低。例如：在投资者确定均为个人的前提下，合伙企

业税负不高于公司制企业。甲企业为一个自然人和一个法人

投资者时，甲企业取得股息所得，合伙企业税负大于公司制企

业税负。但需说明的是：以上的讨论限于篇幅尚没有把所有问

题均考虑进去，如创业投资的所得税抵免优惠等。

合伙企业特别是有限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的兴起主要考虑

的是所得税税负，有限合伙企业组织形式是各地股权投资企

业的首选。如：某县注册成立的合伙企业共有 52户，其中有限

合伙企业 27户，这 27户有限合伙企业经营范围 100%为投资

与资产管理，这个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从税务角度考

虑的，是纳税筹划的结果。但纳税筹划要从多层面、全方位考

虑，层面不同会有不同的结论。其实，所有的法人除了国有企

业其余的投资者均是自然人，即个体经营者，那样的话，讨论

的情况还会更加多样，结果也会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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