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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资产重组

增值税及留抵税额的处理

谭光荣（博士生导师），潘为华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79）

【摘要】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全面铺开，许多企业开始进行资产重组，实行“主辅分离”。不论是出于税务

方面的原因还是非税方面的原因，资产重组在为企业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引发了税务风险。本文通过介绍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中增值税及其留抵税额的相关政策规定，结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背景，为企业在资产重组中

进行增值税及重组后增值税留抵税额的处理和筹划提供建议。

【关键词】营改增；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

一、引言

关于资产重组，在我国出台的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

性文件中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一般来说，资产重组是对企业资产进行调整、重新

配置和组合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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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重组的定义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指出企业重

组包括企业法律形式改变、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

购、合并、分立等形式。但资产重组不同于企业重组，国家

税务总局2011年第 13号公告《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
增值税问题的公告》中提到了出售、置换、合并、分立等资

产重组的形式。因此，本文所称的资产重组，主要是指国

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中规定的企业合并、分
立、出售、置换等资产重组行为。

按照税法的规定，对货物或劳务的转让应该征收流

转税，主要涉及增值税和营业税。在当前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的背景下，资产重组的增值税处理变得更加复杂和重

要。因此，企业在资产重组过程中的货物或劳务转让是否

征税值得重点关注。同时，作为“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一

项税制改革，“营改增”对于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企

业主辅分离具有重大意义。“营改增”试点刚开始，就有许

多企业进行重组，降低税负是其目的之一。随着改革的不

断推进与深入，这种重组事件将会越来越多。因此，在“营

改增”的背景下，关注资产重组过程中的增值税处理对于

纳税人来说非常重要。

二、“营改增”背景下资产重组增值税及留抵税额的

相关规定

“营改增”后纳税人资产重组涉及的增值税主要有两

个方面：其一是重组过程中发生资产转移是否应征增值

税；其二是原企业留下的进项税额能否被重组后的新企

业继续留抵。

1. 重组时资产发生转移是否应征增值税的规定。
在实务中，企业在资产重组中经常会发生存货、原材

料、机器设备等资产的转移，对于这些资产的转移是否征

收增值税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在重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

重要问题之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让企业全部产权不征收增值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2］420号）在对江西省电力公
司转让上犹江水电厂全部产权是否征收增值税问题的批

复中提出，转让企业全部产权涉及的应税货物的转让，不

征收增值税。但相关文件并没有明确规定属于免征增值

税范围的重组方式和条件，导致企业和主管税务机关对

免征增值税的认定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明确资产重组中是否征收增值税的问

题，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做出了明确的规
定。细读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我们可以发
现，资产重组过程中免征增值税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在资产重组的方式上，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
公告主要提出了合并、分立、出售、置换等交易形式；在转

让的具体对象上，包括：①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
权；②债务；③劳动力。
所谓实物资产，不仅包括企业拥有和控制的有形资

产，比如房屋、设备、原材料、存货等，还包括无形资产、知

识以及运用这些资源所必需的技术人员；所涉及的债权，

是与实物资产有关的债权，比如说房屋所有的租金收取

权等；所谓劳动力即指企业的员工，劳动力有没有随同资

产一起转让是判断资产重组符不符合免税条件的重要条

件；在转让的方式上，必须是一并转让。上述三者必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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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结合在一起同时转让，缺一不可，否则不符合免税条

件，应当按照销售征收增值税。符合上述要点的转让行

为，才属于免征增值税的行为。

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对分次转让企业
产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国家税务总局 2013年第 66
号公告《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中

规定属于多次转让的，最终的受让方与劳动力接收方为

同一单位和个人，仍适用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
告的相关规定。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营业税尚未完全改征增值税

的背景下，纳税人在资产重组过程中还需要关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注意区分货物或劳务转让是征收增值税还

是营业税，是适用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还是
2011年第51号公告（《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营业税问
题的公告》）；二是要注意“营改增”试点中相关过渡政策

的规定，注意免税的审批条件和程序，避免由于审批不合

格而导致税负加重。

2. 企业重组后增值税留抵的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对于资产重组以

后，原企业存在的增值税留抵税额如何处理，并没有明

确规定。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第 55号公告《关于纳税人
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对资产

重组后原纳税人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是否能够继续留抵做

出了规定。

不同于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中的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第 55号公告对于可以继续抵扣的
增值税留抵税额，还有其他条件：首先，发生资产重组前

后的新纳税人和原纳税人必须都是一般纳税人。如果在

重组前后有一方或者两方都不是一般纳税人，则不符合

继续抵扣的条件。其次，必须是将全部而不是部分转让，

即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中符合免征增值税
条件的部分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并不符合国家

税务总局2012年第 55号公告规定的继续留抵的条件。最
后，在资产重组后，原纳税人必须依法办理注销税务登

记。原纳税人在将全部资产、负债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新

纳税人后，按程序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只有这样才能获得

增值税留抵税额的结转抵扣。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13号
公告规定的资产重组的几种方式中，只有企业合并才满

足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第 55号公告中关于增值税继续
留抵的规定。

在“营改增”背景下，对于资产重组增值税留抵税额

的处理，企业更应该注意。根据“营改增”的规定，原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兼有应税服务的，截止到本地区试点实施

日前的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不得从应税服务的销项税

额中抵扣。因此，对于重组前原纳税人结转的留抵税额也

要区分对待：对于原纳税人在试点之前的增值税留抵税

额，不得从新纳税人应税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对于原

纳税人试点之后的增值税留抵税额，新纳税人可以继续

进行抵扣。

所以，“营改增”以后，企业对于资产重组后关于留抵

税额的处理应该提前做好筹划，合理选择重组前后的纳

税人身份的同时，科学设计重组方案。

三、案例分析

例：B公司是A公司的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B公司设有M和N两个事业部，并分别独立核算。M事业
部主要负责生产和销售产品，N事业部同时对内对外提
供产品设计服务。

从2013年8月开始，A公司和B公司纳入“营改增”试
点范围。为了提高经营与管理水平，整合企业资源，减少

关联交易，降低税负，经过董事会提议，A公司拟对B公司
进行资产重组，实行主辅分离。

经评估，B公司N事业部资产公允价值为2 500万元，
其中房屋 800万元（出租房屋应收租金100万元）、专利技
术1 000万元、固定资产600万元，负债1 000万元。假设资
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和公允价值相等。2013年
度，B公司尚未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 80万元，其中 8
月份“营改增”之前50万元，“营改增”之后30万元。

2014年初，在董事会会议上，三名董事提出了三个不
同的重组方案：

方案一：A公司购买N事业部全部资产；
方案二：A公司购买N事业部的全部资产，同时附带

该房屋应收租金款100万元，以及要求A公司代其偿还欠
款1 000万元；
方案三：A公司购买将B公司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联的

债权、负债和劳动力，并依法注销B公司。
针对该案例，相关分析如下：

方案一：

在方案一中，A公司只是纯粹购买B公司N事业部的
全部资产，包括房屋、专利技术和固定资产，所以并不符

合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13号公告规定的免征增值税
的条件，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同时也

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2012年第 55号公告的规定，进项税
额不能结转留抵。

对于房屋而言，不动产转让尚未纳入“营改增”试点，

应当按照《营业税暂行条例》征收营业税；对于固定资产，

按照适用的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对于专利技术，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

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中关于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专利技术的转

让已经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按照6%的税率征收增值税。
但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对于试



□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92· 2015.07

点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的应当免征增值税。试点纳税人

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相关材料到主管部门进行认定，

并报主管国家税务局备案，不符合认定条件的不能免征

增值税。

方案二：

在方案二中，B公司将N事业部的全部实物资产以及
与其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和劳动力一并转让给了A公司，
符合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 13号公告的规定，不需缴纳
增值税。

但是，由于B公司并未依法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因此
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 2012年第 55号公告的关于增值税
留抵税额的规定，因此，B公司2013年尚未抵扣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不能在A公司继续抵扣。
方案三：

在方案三中，A公司购买B公司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联
的债权、负债和劳动力，属于A公司吸收合并B公司，符合
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 13号公告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同
时，在吸收合并后，将B公司依法注销。在B公司注销之
前，B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新纳税人A也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因此，A公司吸收合并B公司同时满足国家

税务总局2012年第55号公告的规定。
但是，在B公司 2013年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 80万元

中，“营改增”之前的50万元，不能从新纳税人提供的应税
服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而“营改增”之后的30万元，新纳
税人可以进行正常抵扣。

四、总结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方案一属于资产出售行为，税

负最重；方案二与方案三比较，流转税相同。但是，对于增

值税留抵税额的规定，关系到原纳税人增值税留抵税额

是否能在新纳税人处继续抵扣的问题。另外，方案二和方

案三对于所得税视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别性税务处理而

不同。

因此，在企业重组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增值税、

营业税、所得税以及留抵税额等方面的影响，从中选择最

有利的方案。

主要参考文献

段文涛.资产重组不征流转税并不是无条件［N］.中国
税务报，2011-11-14（6）.

李旸.“营改增”留抵税额财税处理思考［J］.财会月刊，
2014（1）.

2014版企业所得税年度

纳税申报表之税收优惠表解读

王玉娟（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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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2014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关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
（A类，2014年版）〉的公告》以案例方式解读新申报表中的11张税收优惠表。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税收优惠表；填报；所得税减免

一、引言

2014年 11月 17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
年版）〉的公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

税申报表（A类，2014年版）》（简称“新申报表”）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2014年版）填
报说明》做出了修订，修订后的申报表及填报说明自2015
年1月1日起施行。
本文主要针对新申报表中变化较大的税收优惠表进

行解读。

二、新税收优惠表的信息更加详细

旧申报表只设1张优惠表，仅把企业所享受的优惠数
额进行汇总，没有体现各项优惠条件及计算口径，不利于

税务机关审核其合理性。新申报表设计了 11张税收优惠
表，通过表格的方式反映出各种税收优惠享受情况，既方

便纳税人填报，又便于税务机关掌握减免税信息，核实优

惠的合理性，进行优惠效益分析。

其中，表A107010《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
细表》、表A107020《所得减免优惠明细表》、表A107030
《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明细表》、表A107040《减免所得税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