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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控股合并与吸收合并的税务筹划

付 春（副教授）

（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南昌 330029）

【摘要】长期以来，企业合并的财税处理都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实务工作的难点。本文依据现行税收法规，以案

例的形式，全面解析了企业控股合并与吸收合并方式下涉及的各税种的处理，从降低并购成本、提升股东权益价值

的角度探讨了相应的税务筹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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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简介

甲公司是一家大型汽车生产企业、上市公司，成立于

2006年。其生产的汽车主要定位于满足家庭用户需求，由
于产品适销对路，销量剧增，现准备兼并相关企业以扩大

生产能力。所在同一城市的乙公司是一家汽车关键部件

生产企业、非上市公司，注册资本1 200万元，是在2010年
初由A公司与B公司分别投资 840万元和 360万元成立。
由于管理不善，乙公司最近几年连续亏损，正忙于寻求外

部战略投资者注资，以期进行重组。在此基础上，甲、乙公

司（无任何关联方关系）2013年12月18日达成重组协议，
于2013年12月31日正式重组。当日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
国债利率为3.76%。
重组日，乙公司资产负债表如表 1所示，其中存货、

设备及办公楼均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了相

应的减值准备，但乙公司为重组支付的评估审计费 12万
元未纳入表中。甲、乙公司动产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均为

17%，其公允价值均为不含税价，双方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均为25%。

二、控股合并下的税务处理

甲公司向乙公司的股东进行股权和非股权支付，取

得乙公司100%股权，对乙公司实施控股合并。甲公司向乙
公司的股东共发行 550万股普通股（股票每股面值为 1
元，市价为4元），其中向A公司共发行385万股、向B公司
共发行165万股。甲公司支付给A、B公司股权和非股权公
允价值的合计数分别为A、B公司享有乙公司净资产公允
价值的份额。合并后乙公司仍维持其独立法人地位继续

经营，参与合并的各方承诺交易完成后连续的 12个月内
不改变原有的实质性经营活动。

甲公司支付股权和非股权资产情况如表2所示。

（一）乙公司的税务处理

控股合并下，乙公司继续经营，并未将存货、设备及

办公楼转让给甲公司，因此不涉及增值税、营业税及土地

增值税的核算。

（二）乙公司股东的税务处理

1. A、B公司对应非股权支付部分确认的资产转让所
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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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企业重组业务中的股权收购业务，

资产期末数

项 目

流动
资产

固定
资产

资产合计

货币
资金

存货

设备

办公楼

账面
价值

840

2 450

2 300

1 060

6 650

计税
基础

840

2 730

2 570

1 240

7 380

公允
价值

840

2 660

2 620

2 180

8 30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期末数

项 目

负债

股本

未分配利润

负债及权益
合计

账面
价值

5 800

1 200

-350

6 650

计税
基础

5 800

—

—

—

公允
价值

5 800

2 500

8 300

表 1 资产负债表（简表）

乙公司 2013年12月31日 单位：万元

支付给A公司

项 目

股权

银行存款

存货

合计

账面
价值

385

80

90

555

计税
基础

385

80

110

575

公允
价值

1 540

80

130

1 750

支付给B公司

项 目

股权

银行存款

仓库

合计

账面
价值

165

40

40

245

计税
基础

165

40

35

240

公允
价值

660

40

50

750

表 2 甲公司支付资产构成情况明细 单位：万元

注：仓库系甲公司 2008年建造，原值为 85万元，已计提

折旧45万元。经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该仓库的重置成本为

30万元，成新度折扣率为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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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方购买的股权不低于被收购方全部股权的75%，且收
购方在该股权收购发生时的股权支付金额不低于其交易

支付总额的85%，可以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即重组交易
各方对交易中股权支付暂不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

损失，其非股权支付仍应在交易当期确认相应的资产转

让所得或损失，并调整相应资产的计税基础。

本案例中，甲公司收购了A公司持有的乙公司的全部
股权（100%），大于75%；甲公司收购时发生股权支付1 540
万元，占交易支付总额 1 750万元的 88%，大于 85%，因此
A公司可以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如表3所示。

同理，甲公司收购了B公司持有的乙公司的全部股
权，股权支付比例为 88%，因此B公司也可以选择进行特
殊性税务处理，如表4所示。

2. A、B公司向甲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乙公司股权，不
征营业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有

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191号）第二条的规
定，对股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

3. A、B公司向甲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乙公司股权，应
缴纳印花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

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的规定，
“产权转移书据”税目中“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书据的征税

范围是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动产、不动产的所有

权转移所立的书据，以及企业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因

此，A公司应缴纳印花税 0.875万元（1 750×0.05%），B公
司应缴纳印花税0.375万元（750×0.05%）。
（三）甲公司的税务处理

1. 甲公司向A公司转让存货，应缴纳增值税、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及企业所得税。具体为：应缴纳增

值税22.1万元（130×17%）、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2.21万元
［22.1×（7%+3%）］、印花税 0.039万元（130×0.03%）、企业

所得税17.751万元（130-110-2.21-0.039），合计应纳税额
为42.1万元（22.1+2.21+0.039+17.751）。

2. 甲公司向 B公司转让仓库，应缴纳营业税、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各税

种的详细计算如表 5所示，合计应纳税额为 12.995万元
（2.5+0.25+0.025+9.55+0.67）。

3. 甲公司资本增加，应缴纳印花税。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有关印花税政策的通

知》（财税［2003］183号）的规定，以合并或分立方式成立
的新企业，其新启用的资金账簿记载的资金，凡原已贴花

的部分可不再贴花，未贴花的部分和以后新增加的资金

按规定贴花。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
并》（CAS 20）的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合并方
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为合并对价，一方面按照权益性证

券的公允价值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另一方面按照发行股

份的面值作为股本，差额调整资本公积。本案例中，甲公

司在控股合并下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增加金额为 2 200
万元，应缴纳印花税1.1万元（2 200×0.05%）。

三、吸收合并下的税务处理

甲公司向乙公司的股东共发行625万股普通股（股票
每股面值为 1元，市价为 4元），对乙公司进行吸收合并。
其中：向A公司共发行437.5万股，市价总值为1 750万元，
为A公司应享有乙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2 500×
70%）；向B公司共发行 187.5万股，市价总值为 750万元，
为B公司应享有乙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2 500×
30%）。甲公司取得乙公司全部净资产后，将乙公司所有资
产、负债纳入自己的核算体系，乙公司解散注销。

（一）乙公司的税务处理

1. 乙公司向甲公司转让存货和设备，不征增值税。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

会计分录

借：股权

非股权
（银存、仓库）

贷：股权——乙

计税基础

474×88%
=417.12

474×12%
=56.88

474［（7 380-5 800）×30%］

公允价值

660

90

公允与
计税差额

242.88

33.12

税务处理

不确认损益，不交所
得税

应确认损益，应纳所
得税8.28万元（33.12
×25%）

表 4 B公司税务处理 单位：万元

计算项目

①仓库公允价值
②仓库重置成本
③成新度折扣率
④仓库评估价格

⑤税金

⑥扣除项目金额合计
⑦增值额
⑧增值率
⑨土地增值税率
⑩应纳土地增值税
⑪应纳企业所得税

营业税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印花税

计算公式

-
-
-

②×③
①× 5%

①× 5% ×（7%+3%）

①× 0.05%

④ +⑤
① -⑥
⑦ /⑥

-
⑦×⑨ -⑥×速扣系数

（① -计税基础-⑤
-⑩）× 25%

计算结果

50

30

0.7

21

2.5

0.25

0.025

23.775

26.225

110.3%

50%

9.55

0.67

表 5 甲公司向B公司转让仓库各税种计算 单位：万元

会计分录

借：股权

非股权
（银存、存货）

贷：股权——乙

计税基础

1 106×88%
=973.28

1 106×12%
=132.72

1 106［（7 380-5 800）×70%］

公允
价值

1 540

210

公允价值与
计税差额

566.72

77.28

税务处理

不确认损益，不交所
得税

确认损益，应纳所得税
19.32万元（77.28×25%）

表 3 A公司税务处理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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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13号）要求自 2011年 3
月 1日起，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通过合并、分立、出
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

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不

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其中涉及的货物转让，不征收增

值税。

2. 乙公司向甲公司转让办公楼，不征营业税，免征土
地增值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

营业税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51号）
的规定，自 2011年 10月 1日起，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
中，通过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方式，将全部或者部分

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和劳动力一并转

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的行为，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其

中涉及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转让，不征收营业税。另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一些具体问题

规定的通知》（财税字［1995］48号）的规定，在企业兼并
中，被兼并企业将房地产转让到兼并企业中的，暂免征收

土地增值税。

3. 乙公司清算所得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乙公司被甲
公司吸收合并后，乙公司被注销，进行解散清算。根据财

税［2009］59号文件第四条的规定，“除符合本通知规定适
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的外，按以下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被合并企业及其股东都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处理。”另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清算业务企业所得税

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60号）第四条的规定，
企业的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交易价格，减除资产的计

税基础、清算费用、相关税费，加上债务清偿损益等后的

余额，为清算所得。因此，乙公司的清算所得为 558万元
［（8 300-7 380）-（5 800-5 800）-12-350］。由于乙公司
成立于2010年初，未弥补亏损350万元尚在法定的亏损弥
补期内，故可以从清算所得中扣除。乙公司应缴纳企业所

得税139.5万元（558×25%）。
（二）乙公司股东的税务处理

1. A、B公司从乙公司获得的剩余资产，应缴纳企业
所得税。乙公司的剩余资产为2 348.5万元（8 300-5 800-
12-139.5），其中，A公司获得的剩余资产为1 643.95万元
（2 348.5×70%）、B公司获得的剩余资产为 704.55万元
（2 348.5×30%）。乙公司由于连续亏损，所以作为股东的
A、B公司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均为零。A公司投资资产转
让所得为 803.95万元（1 643.95-840），A公司应纳企业所
得税200.99万元（803.95×25%）。B公司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为344.55万元（704.55-360），B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86.14
万元（344.55×25%）。

2. A、B公司向甲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乙公司股权，不
征营业税、印花税及企业所得税。乙公司进行清算之后被

注销，因此，A、B公司不再持有乙公司股权，也就不存在

“A、B公司向甲公司转让其持有乙公司股权”一说，相应
无涉税事项。

（三）甲公司的税务处理

1. 甲公司承受乙公司的办公楼，免征契税。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事业单位改制重组契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2］4号）的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
司，依据法律规定、合同约定，合并为一个公司，且原投资

主体存续的，对其合并后的公司承受原合并各方的土地、

房屋权属，免征契税。

2. 甲公司资本增加，应缴纳印花税。根据CAS 20的
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将

合并中取得的符合确认条件的各项资产、负债，按其公允

价值确认为本企业的资产和负债，作为合并对价的有关

非货币资产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的差额，作

为资产的处置损益。本案例中，甲公司以发行股票作为合

并对价，应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作为股本，差额调整资本

公积。甲公司注册资本和资本公积增加金额应缴纳印花

税1.25万元（2 500×0.05%）。
四、两种合并方式下的税务处理比较及启示

控股合并下，A、B公司合计应纳税额为 28.85万元
（19.32+8.28+0.875+0.375），乙公司股东权益为2 488万元
（2 500-12，其中12万元为乙公司支付的评估审计费）。甲公
司在合并中付出的代价总共为 2 462.195万元（2 500+
56.195-94），其中支付给A、B公司股权和非股权公允价值
的合计数为 2 500万元，缴纳税款合计为 56.195万元
（42.1+12.995+1.1）。此外，根据财税［2009］59号文件的规
定，被合并企业（乙公司）的未弥补亏损可以在合并企

业（甲公司）的所得税应纳税额中抵减，可弥补的亏损限

额为94万元（2 500×3.76%），因此甲公司还可抵减税款94
万元。

吸收合并下，A、B公司合计应纳税额为 287.13万元
（200.99+86.14），乙公司解散之前，包含于甲公司账簿内
的股东权益为 2 348.5万元（2 500-12-139.5）。甲公司在
合并中总共付出的代价为2 501.25万元，其中发行股票公
允价值2 500万元、缴纳印花税1.25万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控股合并方式相对于吸收合并

方式，被合并方的股东缴纳的税款要少，被合并方的股东

权益价值更高，合并方由此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因此企业

合并时，站在整体税务筹划的角度上考虑，采用控股合并

方式要优于吸收合并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是控股合并

中，交易各方充分利用了现行税收给予的各种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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