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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财税问题的探讨

骆剑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会计与税法对资本公积的界定不完全一样，存在一定交集。用来自资本溢价和股本溢价的资本公积转

增资（股）本，其本质是由“共有”性质的准资本转换为“按份所有”的完全资本，不属于投资者应税所得。通过对税收

法律体系和会计准则的完善，可以提高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财税处理的法定性、规范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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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税法对资本公积的界定

1. 会计对资本公积的界定。企业会计准则将资本公
积界定为所有者权益构成要素，是指企业收到投资者出

资额超过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的部分，以及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根据来源的不同，

资本公积包括三类：超过实收资本部分的资本溢价、超过

股本部分的股本溢价以及其他资本公积。

在会计核算上，“资本公积”科目下设“资本溢价”、

“股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三个明细科目：前两个明

细科目分别核算企业取得投资额超过其确认注册资本和

股本部分投资者投入资本。“其他资本公积”明细科目主

要核算以下特殊业务：①权益法核算长期股权投资其他
权益变动；②套期保值；③存货或自用房地产转为公允价
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④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⑤与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相关的所得税影响；⑥外
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⑦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差额；⑧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
净资产所发生的变动；⑨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⑩可转换
公司债券权益成分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
务报表列报》（2014）的规定，上述除最后两类外，其余的
属于“其他综合收益”。

2. 税法对资本公积的界定。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等并未对资本公积做专门规定，相关规

定散见于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如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

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规定，“将股
份制企业分为有限责任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

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
号）规定，“资本公积应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资本溢价和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溢价”等。

可见，税法上的资本公积仅针对公司制企业，且仅指

源于企业取得投资者投入超过所确认注册资本或股本的

部分。税法只确认由投资资本溢价和股本溢价形成的资

本公积，其对应于会计中的“资本溢价”、“股本溢价”明细

科目核算内容，并不承认会计上确认的其他资本公积。

二、会计对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的规定及理解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本公积可用于转增资本或股

本，扩大企业的资本规模。资本溢价与股本溢价来自于投

资者直接投入，具有准资本性质，因此，经股东大会等权

力机构批准，可将这两类资本公积转增为企业资本或股

本；对于其他资本公积是否能转增资（股）本，准则并未予

以明确。

对于“其他综合收益”（前述①~⑧），企业会计准则基
于减少企业盈余管理空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等因素考

虑，规定在发生时不计入当期损益，而是暂计入其他资本

公积，待未来实际确认损益时，再由其他资本公积转入当

期损益，进而影响损益实现当期企业所得税、盈余公积及

净利润。因此，属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其他资本公积，属

于企业经营期形成的“在未来确认损益而在当期暂计性

质的资本公积”，与投资者投入资本无直接关系，不具有

资本性质，不能用于（至少不能直接用于）转增资（股）本。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会计上所谓转增资（股）本的资

本公积，并不包括其他资本公积。

三、税法对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的规定及理解

1. 税法对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涉税处理的规定。
税法上只确认与投资者投资相关的资本溢价和股本溢

价，这两类资本公积具有准资本性质，故国家税务总局认

可其用于转增资（股）本，并对该类转增资（股）本业务涉

税处理做了规定。

例如，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盈余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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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函发［1998］333号）均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
转增股本数，不作为个人所得……”；《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

发［2010］54号）规定，“对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
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或股本的，按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发［2010］79号）规定，“被投资企业将股权
（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不作为投资方企业

的股息、红利收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投资者

收购企业股权后将原盈余积累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问题

的公告》（2013年第 23号公告）对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股
权后，将企业原有盈余积累（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

利润等）转增股本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做了规定；《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

（试行）〉的公告》（2014年第67号公告）对个人转让来自被
投资企业以资本公积等盈余积累转增的股本，就其转让

股权原值做了规定，等等。

2. 对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涉税处理的理解。对资
本公积转增资（股）本业务，企业投资者由此增加的资

（股）本，税法上不视为股息、红利所得，不征收企业所得

税；对于个人投资者由此增加的资（股）本是否计征个

税，有的文件规定限于股本溢价外资本公积转增时不计

征个税，如国税发［1997］198号、国税函发［1998］333号、
国税发［2010］54号等文件，有的文件模糊性规定“资本公
积转增资（股）本”时计征个税，如 2013年第 23号公告、
2014年第 67号公告等。可见，前者各规范文件比较统一，
即对企业投资者不视为“股息、红利收入”，不征收企业所

得税；但对后者，各规章、规范还未统一，多数文件规定个

人投资者因“股本溢价转增股（资）本”而增加份额的，属

于资本性所得，依据“不对资本征税”原则不征个税，但对

“资本溢价转增股（资）本”是否计征个税，不论是规章、规

范还是实务操作，各地税收征管机关、企业存在不同的处

理方式，差异较大。

用于转增资（股）本的资本公积来源于投资者投资溢

价，性质上是全体股东共同所有的准资本，其与实收资本

或股本的区别在于，企业确认的实收资本或股本有明确

的对象，而资本公积则没有具体对应的投资者。从《物权

法》角度来看，实收资本或股本确认的是具体投资者按份

所有，而资本公积因来自于投资者出资溢价，故权属上为

“全体投资者共同所有”。当用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时，

实质就是按一定分配标准将“共同所有”的准资本分配给

相应的具体投资者，其所有权就由“共同所有”转换为具

体投资者的“按份所有”，由“共有性”的准资本转换为“专

有性”的完全资（股）本。所以，资本溢价、股本溢价所形成

的资本公积，在转换为资（股）本后，其属于投资者所有的

资本性质并未发生改变。笔者认为，税法中资本溢价和股

本溢价类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属于企业投资者投入

资本的形态改变和归属变化，根据税法“征税不能侵蚀资

本原则”，不论企业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由此增加的资

（股）本份额，均不应属于应税所得，不应计征企业所得税

或个税。

四、对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财税处理的政策建议

1. 完善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的税收法律规范。在
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涉税处理方面，我国税收法律体

系建设滞后，存在规范盲区。规范该类业务的“上位法”缺

位，导致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各自为政，相关执行层面的

规范不统一，甚至矛盾冲突，造成税负不公等，违背了税

收法定和公平原则。针对当前该类业务“无法可依”、“标

准不一”等现实，亟需以税收法律形式明确界定资本公积

的范围、性质、涉税处理原则等，为制定相关规章、规范性

文件提供统一的标准，实现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

2. 明确资本公积转增资（股）本的法定顺序。对资本
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三项可转增资（股）本项目，

须明确转增资（股）本的顺序。因为企业可以选择先以资

本公积转增资（股）本（不计征个税），不足部分再以盈余

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计征个税），以此规避个税义务。

由于资本公积本质上属“共同所有”的资本，相对于经营

成果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与实收资本或股本在性

质上关联性最强，因此笔者认为，税法和会计应明确资本

公积优先转增资（股）本，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天然存

在因果关系和先后顺序，因此，将盈余公积列为第二转增

资（股）本顺序，而未分配利润为最后转增资（股）本顺序。

3. 完善其他资本公积的会计核算及列报。对“暂计所
有者权益、最终确认损益”类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业务（前

述① ~⑧），可在“其他资本公积”下设置“其他综合收益”
三级明细科目核算，在实际确认损益时转入当期损益；对

“权益性交易”性质业务（前述⑨⑩），可在“其他资本公
积”下设置“权益性交易”三级明细科目核算，在股权激

励、可转换债券等权利人行权时转入“资本公积——股本

溢价”。除在利润表中单独披露“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外，

建议在资产负债表“资本公积”项目下设置“权益性交易”

子项目，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单独设置“权益性交易”

项目，以全面披露权益性交易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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