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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企业税务注销案例研究

上海 （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要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被看作是国企改革新

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必然涉及企业改制和转型，在实务操作过程中，

工商、税务注销程序两相分离，出现程序倒挂现象。改制企业存在工

商已注销，税务未注销或吊销状态。本文拟通过财务人员办理税务清

算的视角，梳理收集企业税务注销面临的潜在欠税成本高、资产负债

清理困难等现状，探究如何规范税务清算，减少清算过程中的涉税风

险。

一、企业税务注销法律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沪国税征【2006】19 号文《注销税

务登记管理办法》第七条均明确：纳税人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办理注销登记前，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根据以上

法律法规可见企业注销税务登记是其注销工商登记的前置程序之一。

企业注销工商登记前，除了注销税务登记，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

必须进行企业清算，而税务清算是企业清算的重要环节之一。

目前企业实际税务注销清算过程中，税务注销清算未能按法定程

序顺畅执行，尤其是改制企业的税务注销清算程序不规范，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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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改制企业出于对债务公示、清理以往年度欠税、滞纳金、罚款、

一般纳税人认定、发票缴销成本、税务登记证和财会资料遗失、兼并

企业无能力承担被兼并企业的欠税、其他政企关系等多方面原因，有

相当一部分改制企业不愿或者不能办理税务登记的有关变更、注销等

手续。而工商部门办理企业注销登记主要是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该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企业办理注销登记时所应提交的材

料中，并没有“税务机关出具的结清纳税事宜或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

证明”；该条例还提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后将注销情况告知其开

户银行”，并未强制规定要告知税务机关。因此某些地区税务执法机

关的参考文献中持有观点认为：工商机关违反《税收征管法》的规定，

在改制企业未办理注销税务登记的情况下给予其注销工商登记的行

为，造成税务机关无法对改制企业追缴欠税，很明显侵犯了税务机关

的征税权。包括相关政府背景审计对没办理税务注销只办理工商注销

的企业改制也作为一个问题进行披露，并要求进行整改。

改制企业为避免被误标识为“利用注销办法，达到偷税目的”改

制行为，同时为满足审计整改要求，企业改制行为必须经过企业所得

税清算，完结全部纳税事项方可被认为按要求完成工作。

二、企业税务注销清算程序

（一）企业清算履行程序

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 15 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公告债

权。清算组成立之日起 10 内通知债权人，6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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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公司财产，编制报表和财产清单；资产处置，包括收回应收款项、

非现金资产转让等；清偿债务；剩余财产分配；制作清算报告，申请

注销登记。

（二）企业申报税务注销环节

纳税人申请、清税、清票。第二步：税务机关审核、核准。具体

如下流程图：

三、企业税务清算涉税处理

企业税务注销前应结清应纳税款。应纳税款不单指生产经营期产

生的税款，还包括清算期内产生的税款：（1）企业清算产生的流转税，

如处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存货、物品、旧货等产生的增值税，处置

不动产产生的营业税及土地增值税等；（2）企业清算产生的行为税，

如清算过程中签订的转让合同、协议等应缴纳的印花税；（3）企业清

算产生的所得税。在实际操作中，企业所得税清算是难点，故重点分

析所得税清算。

（一）企业清算所得税处理

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办理企业税务注销时，应首先缴纳账面欠税，

重点关注清算期内的所得税。

关于清算所得税的税法着重点归纳如下。

1.《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依法清算时，应当将整个清算期

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年度，按年度计算清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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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清算所得税处理内容。全部资产均应按可变现价值或交

易价格，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确认债权清理、债务清偿的所得

或损失；改变持续经营核算原则，对预提或待摊性质的费用进行处理；

依法弥补亏损，确定清算所得；计算并缴纳清算所得税；确定可向股

东分配的剩余财产、应付股息等。

3. 清算所得的使用税率。清算期间不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期间，

不能享受法定减免税优惠，一律适用基本税率 25%。

4. 清算所得可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

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进行弥补，但结转年

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5. 清算期间资产盘盈、盘亏的税务处理。清算期间不能收回的

应收款项应作为坏账损失处理。但是税法规定资产损失必须报经主管

税务机关审批，未经审批的资产损失不得在计算清算所得时扣除。

6. 应付未付款项。企业清算前已确定不需支付的应付款项，应

并入生产经营所得征税。企业清算期间应支付但由于清算资产不足以

偿还的未付款项，无需并入清算所得征税。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属于

股东权益，不计入清算所得。

7. 对于以收入为基础确定扣除限额的广告宣传费，不得结转到

清算期扣除。在清算期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属于与清算所得有关的费

用，因其与生产经营无关，所以不受比例限制，全额扣除。

在实务操作过程中，企业为了避免非经营行为的改制工作而增加

税负，要合理利用税法规定推进改制工作。以下为笔者所在企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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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的案例，分析如下。

（二）企业清算所得税处理案例分析

1. 背景资料。某公司（以下简称“A 公司”）于 2013 年吸收

合并其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B 公司”），因 A 公司及 B 公司均为

国有全资企业，A 公司与 B 公司重组属于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对

价的企业合并。

2. 同一控制下吸收合并的涉税处理。对于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

并，合并企业应当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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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不同条件分别使用一般性税务处理规定和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进行

所得税处理，确认所取得的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

按照一般性税务处理，合并企业应当按照公允价值确认接受被合

并企业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被合并企业应按清算进行所得税

处理，且被合并企业亏损不得在合并企业结转弥补；但如果按照特殊

性税务处理，合并企业接受被合并企业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以被

合并企业原有计税基础确定，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税事项由

合并企业承继，且合并企业可以在规定限额内弥补被合并企业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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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促进企业重组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109 号）

规定了凡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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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股权或资产划转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

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且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未在会计上确认

损益的，可以选择按以下规定进行税务处理：（1）划出方企业和划入

方企业均不确认所得。（2）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

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值确定。（3）划入方企业取得

的被划转资产，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

3.A 公司吸收合并 B 公司的涉税分析。依据 B 公司税收清算专

项审计报告，吸收合并基准日 B 公司账面资产主要包括投资性房地

产账面余额为 5621 万元，系出租资产，其中：原值 6317 万元，累

计折旧 696 万元；固定资产账面余额 1669 万元，系自用的房产，其

中：原值 3131 万元，累计折旧 1462 万元；无形资产账面余额为 609

万元，系土地使用权，其中：原值 754 万元，累计摊销 145 万元。

若采用一般性税务处理，A 公司应以公允价值确认接受 B 公司各项

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即需另行对现有资产和负债项目进行评估，

如房屋建筑物存在活跃市场的，应以合并日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公允价

值。仅以 B 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建筑物（74.16 亩）为例，所在地区

市场评估价格约为每亩 400 万元，市场价格为 29664 万元，那么仅

A 公司需要缴纳的契税（3%）已达到 890 万元，尚有巨额的土地增

值税，另 B 公司需要进行所得税清算，对资产的转让所得依法缴纳

所得税，适用基本税率 25%，将涉及大额企业所得税费用，增加企业

税收负担；若按照特殊性税务处理，A 公司以账面价值确认接受 B 公

司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同时 B 公司无需进行所得税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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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税收成本。

本案例中，A 公司与 B 公司重组属于同一控制下且不需要支付

对价的企业合并，目的是为企业整体战略发展需要，实现企业一体化

管理，将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有效整合，降低企业各项运

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进一步增强企业发展潜力，因此具有合理的

商业目的，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A 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首先

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再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备案申请并

报送了申请备案所需相关资料。经主管税务机关书面资料审核、实地

勘验、与高层管理人员面谈等多种方式了解情况，最终批准本次吸收

合并业务。同时在资产重组过程中，不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

四、企业税务注销清算规范建议

（一）加强税务注销政策宣传

加大对注销企业清算小组成员及企业负责人税务注销政策宣传，

明示清算责任以及违反规定可能承担的行政处罚和制裁。如未办理企

业税务注销程序的公司法人代表不得办理作为其他企业的法人代表

办理税务登记，从而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

（二）规范注销资料整理

接受改制企业的管理公司加强规范注销资料的意识，确认企业注

销行为中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管理公司在接受改制企业时应要求改制企业至少提供以下企业

税务注销所需证照、印章及财务档案资料：改制企业营业执照、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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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改制企业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

法人章；改制企业报表、凭证、审计报告等。管理公司应做到对资料

缺失的情况尽早了解，并在移交清单中列示资料缺失情况，以便及时

补漏止损，明确责任环节，为后续管理提供书面依据。企业在向税务

机关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时，除报送目前规定的要求报送资料外，还应

向税务机关提供企业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财产作价和计算依据、

清算方案等相关资料，在办理完清算手续后，应向税务部门报送经会

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出具的清算报告，说明有关资

产、债务、债权的落实处置情况。

（三）做好税务注销纳税筹划

进一步提高清算人员业务素质，深入研究相关税收政策，探究纳

税筹划空间，避免税务注销时重复缴纳罚金、因计税基数理解错误多

缴纳税金的现象。解决因政策变化出现的新问题，降低企业纳税风险。

如企业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对各项债权（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形成的坏账损失、存货形成的资产损失及股权（权益）性投资损失等

向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专项申报并提交相关申报材料，以期达到减轻企

业税收负担的目的。

（四）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与协调

通过企业与税务机关等有关部门的有效沟通和积极协调，共同寻

求能够解决企业各类历史遗留问题的特殊或特别的相关政策法规，使

得注销企业尽早解决问题，完成税务注销。此外企业应始终保持与税

务专管员的密切联系，获得专业人士的指点与帮助，提高税务注销工



9

作效率。

（五）发挥中介机构作用

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于税务注销清算，在

人力资源和专业知识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尤其是与注销企业税务征管

所有密切联系的中介机构，能很好地起到税务部门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作用，帮助注销企业在税务注销道路上少走弯路，减少重复步骤，分

担税收风险，达到多方共赢的目标。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在企业税务

注销清算过程中，可以进一步发挥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中

介机构的作用，辅助企业完成注销清算工作。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

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于企业注销清算，在专业知识上具有优势，有效

发挥其在企业注销清算过程中的作用，可以达到多方共赢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