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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筹划在企业并购中的应用

马凌云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青岛 266580）

【摘要】企业并购对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提升企业知名度以及增强企业融资

能力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良好的纳税筹划方案不仅能为企业节约纳税筹划成本，还可以在合法范围内尽可

能为企业减轻税负或者延缓税款的缴纳，以减少资金占用的时间价值。本文从企业并购的角度，通过一个完整的案

例对纳税筹划进行了综合分析，引导企业在并购中的各个环节运用税收政策进行纳税筹划，以最大程度降低企业

税负，保障企业并购后的良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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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我国很多企业开始扩大规模、兼并业务，以增强自身

的综合竞争力，力求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

并购是一项耗时耗财耗力的业务，如何在企业并购过程

中尽可能减轻税负及延缓税款的缴纳，成为许多企业关

注的问题。

目前国外对于企业并购中的纳税筹划研究已相对比

较成熟，而我国则处于起步阶段。Charles W.Swenson
（2000）认为纳税筹划的协同效应，可以使企业在并购中

更好地避税，而且西方国家更加重视的是企业并购支付

方式和融资方式选择方面的纳税筹划，特别是股权收购、

杠杆和对外融资的税务问题。我国的纳税筹划是近几年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及并购方式的增多才兴起的一种做

法，但是由于纳税筹划并没有纳入绩效考核范围之内，导

致财务人员对此积极性不高，我们的研究也缺乏相应的

实证资料。

二、案例分析

1. 并购前的纳税筹划。

例 1：A企业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生产建材的知名企

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需求增多，以及A公司经过

十几年的拼搏，实力已经相当雄厚，年盈利额达到 800万

元，于是A企业把目光转向了企业并购。经过严密的市场

调查及对可并购公司的深入分析，可以选择作为并购的

企业仅剩中西部B公司及南方C公司。B公司与C公司资

产规模大体相当，B公司已累计亏损2 200万元，规定的可

弥补年限剩余3年；C公司累计亏损1 700万元，可弥补年

限剩余2年。从纳税筹划角度分析应选择哪家公司作为被

并购企业更加合适。

案例分析：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分公司是总公司

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以总公司名义进行生产经营，其法

律后果全部由总公司承担；子公司是受母公司控制的，但

其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都是作为独立法人进行核算的。

很显然在两家公司都存在巨额亏损的情况下，A公司应将

被并购企业按分公司形式进行并购。已知A公司年盈利额

约800万元，

方案一：选择B公司作为被并购对象，B公司2 200万
元亏损可在 3年内全部弥补，节约企业所得税 550万元

（2 200×25%）。
方案二：选择C公司作为被并购对象，C公司可弥补

亏损为 1 600 万元（800×2），节约企业所得税 400 万元

（1 600×25%）。
综上所述，在B公司与C公司资产规模大体相当的情

况下，B公司能够为A公司节约更多的企业所得税，所以

选择B公司应该是相对明智的一种选择。另外，B公司处

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相对于高度发达以及竞争十分激烈

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南方地区，B公司也许能为企业带来更

多的商机。

2. 并购中支付方式的纳税筹划。

例2：截至目前，B公司总资产分为生产线资产和其他

资产，其中生产线资产账面价值 1 000万元，评估价值 1
200万元；其他资产账面价值 800万元，评估价值也是 800
万元。总负债 2 500万元。在谈判中双方形成了以下两种

可行性并购方案：

方案一：A公司以现金 1 200万元直接购买B公司生

产线，B公司宣告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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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A公司以承担B公司全部债务方式整体并购

B公司。

方案三：B公司先将生产线的评估价值 1 200万元分

立出去成立全资子公司D公司，再由D公司承担B公司1
200万元债务。这样，D公司资产与负债相等，净资产为

零，随后由A公司并购D公司，B公司宣告破产。

方案分析：

方案一：支付现金的形式属于固定资产买卖行为，应

承担流转税。相关规定有，对自2009年1月1日起，2008年
12月 31日前未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购进的固定资

产，按4%的税率减半征收。因此，

应交增值税=1 200÷（1+4%）×4％×50%=23.08（万元）

应交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23.08×（0.4+0.3）=1.62
（万元）

企业所得税应税所得=1 200-23.08-1.62=1 175.3
（万元）

应交企业所得税=1 175.3×25%=305.578（万元）

税费总额=23.08+1.62+305.578=330.278（万元）

该方案对于A公司来说无需购买其他价值不高的资

产，但A公司必须在短时间内筹措1 530.278万元（1 200+
330.278）现金，这对于A公司来说不是小数。

方案二：B公司现有资产 2 000万元，负债 2 200万

元，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企业合并分立业务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0］119号），如果企业合并中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

相等，也就是其净资产等于零，合并企业以承担全部债务

方式进行吸收合并，被合并企业不视为以公允价值处置

转让其全部资产，无需计算资产转让所得。因此，在这一

方案下，A公司无需缴纳营业税，但是A 公司必须在近几

年偿还这2 200万元债务，这对企业以后的运行和发展是

不利的。

方案三：这种方案是由A公司对B公司的并购转变

为对D公司的产权并购，与方案二相同，这种产权的整体

并购行为不需要缴纳营业税。当B公司将生产线分立出来

成立D公司时，应当依法确认这部分资产的转让所得，并

且缴纳企业所得税。按公允价值计算确定生产线转让所

得 200 万元（2 000-1 800），计算企业所得税为：200×
25%=50（万元）。另外，D公司的生产线成本按 1 200万元

确定，这时A公司并购D公司就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

在此方案下，A公司应先支付50万元现金纳税，再负担近

几年 1 200万元债务，在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总的并购成本为1 250万元（1 200+50）。
综上所述，A企业在并购B企业时选择方案三是最

佳方案。

3. 并购中筹资方式选择的纳税筹划。

例3：假设A公司需要筹资1500万元来偿还B公司债

务以及展开并购后企业的正常运营。假设银行贷款利率

为10%，A公司尚未上市，无法通过发行股票进行集资。

案例分析：在此状况下，企业可以选择向银行贷款 2
500万元，其中1 000万元用于购买低风险利率为8%的国

债，此时国债利息收入是允许税前扣除的。贷款利息为

250万元（2 500×10%），国债利息收入为 120万元（1 500×
8%），国债利息可减少企业所得税 30万元（120×25%）。在

此方案下，通过国债可抵消 150万元（120+30）贷款利息。

如A公司能够贷到足够数额，那么也许能够达到完全抵消

贷款利息的状态。

4. 并购后企业组织形式的纳税筹划。通过以上的分

析以及A公司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出A公司并购B公司后

在前几年采取分公司的组织形式更为恰当，之后A公司应

该大胆革新采取子公司的组织形式进行经营，原因主要

有以下几点：

首先，B公司作为A公司的分公司，其亏损在前几年

是允许合并在一起税前扣除的，这对于A公司来说可以节

省很大一部分开支。之后可以进行业务重组，把B公司改

组为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3%的增值税税率以及 20%的所

得税税率。

其次，B公司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我国的政策是鼓

励西部发展，因此西部地区的整体税负一般不会高于东

部沿海地区。

最后，一旦 B 公司拥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便可以享

受15%的税率优惠，而作为分公司是无法享受此项优惠政

策的。

三、案例总结

当今时代，企业并购已经成为企业扩张的必经之路，

纳税筹划不是企业并购的目的，但是在企业并购过程中

如果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进行纳税筹划则是不可忽略的

内容。合理的纳税筹划一方面可以减轻纳税人的税负，有

利于纳税人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资源

的优化配置，使得资源向管理规范的大型企业流动，实现

规模经济。另外，纳税人为了纳税筹划会时刻关注国家的

税制法规和最新政策的出台，在这个层面上讲，纳税筹划

在客观上推动了税收法律法规的完善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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