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A公司 1997年兴建了一幢办公楼，随着城市的发展，

该办公楼大幅度升值。2006年 6月，该办公楼的账面净值为

500万元，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为 2 000万元。2006年 7月，A

公司与 B公司共同投资兴办了一家餐饮企业 C公司，A公司

以该办公楼投资入股，B公司出资 1 00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25%，假设不考虑其他税费）。

《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0］118号）规定，企业以经营活动的部分非货币性资产

对外投资，应在投资交易发生时，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

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并

按规定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被投资单位接受的上

述非货币性资产，可按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有关资产的

成本。

根据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的规定，A公司应确认的

资产转让所得=2 000-500越1 500（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资

产转让所得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 500伊25%越375（万元）。

同时，A公司应确认该长期投资的计税成本为 2 000万

元，C公司取得该办公楼的计税成本为 2 000万元，并可提取

折旧在税前列支。

筹划方案：A公司该项投资业务可以分两步：

第一步：A公司将该办公楼和一部分负债从公司资产中

剥离，以企业分立的形式成立 D公司，A公司股东拥有 D公

司的全部股权，分立过程中非股权支付额为 0，同时，B 公司

单独注册成立 C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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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分立企业支付给被分立企业或其股东

的交换价款中，除分立企业的股权以外的非股权支付额，不高

于支付的股权票面价值（或支付的股本的账面价值）20%的，

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被分立企业可不确认分离资产的转让

所得或损失，不计算所得税。分立企业接受被分立企业的全部

资产和负债的成本，须以被分立企业的账面净值为基础结转

确定，不得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进行调整。

根据国税发［2000］119号文件的规定，因为 A公司分立

业务中非股权支付额为 0，所以 A公司分出资产不需要确认资

产转让所得，而 D公司取得该办公楼的计税成本为 500万元，

即只能按 A公司原账面价值 500万元提取折旧在税前列支。

第二步：D公司以整体资产转让的形式，将其所有资产

（包括该办公楼）和负债整体转让给 C公司，D公司股东（即

A公司）取得 C公司相应的股权，而整体资产转让过程中非

股权支付额为 0，D公司应将全部资产和负债转为长期股权

投资，并作如下账务处理：借：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负债

类科目；贷：资产类科目。

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同时规定，如果企业整体资产

转让交易的接受企业支付的交换额中，除接受企业股权以外

的非股权支付额，不高于所支付的股权的票面价值（或股本

的账面价值）20%的，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转让企业可暂不

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转让企业取得接受企业的股

权的成本，应以其原持有的资产的账面净值为基础确定。接受

企业接受转让企业的资产的成本，须以其在转让企业原账面

净值为基础结转确定，不得按经评估确认的价值调整。《关于

执行〈企业会计制度〉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

税发［2003］45号）补充规定，符合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第

四条第（二）款规定转让企业暂不确认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的

整体资产转让改组，接受企业取得的转让企业的资产的成本，

可以按评估确认价值确定，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根据国税发［2000］118号文件的规定，因为 D公司整体

资产转让业务中，非股权支付额为 0，所以 D公司不需要确认

资产转让所得。根据国税发［2003］45号文件的规定，C 公司

可按评估确认后的价值确定该办公楼的计税成本为 2 000万

元，并可提取折旧在税前列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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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1）用于生产的材料：用于生产材料的可变现净值=终端

完工品的预计售价-终端完工品的预计销售税金-终端完工

品的预计销售费用-预计追加成本。这类题目易发生的错误

是：未能很好地理解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条件而盲目地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现举例如下：

例 2：2007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库存原材料———A材料

的账面成本为 1 200万元，单位成本为 6万元/件，数量为 200

件。市场销售价格总额为 1 000万元，单位价格为 5万元/件。

材料生产的产成品———W5 型机器的市场销售价格为 10万

元/台，成本为 8万元/台。将每件 A材料加工为W5型机器尚

需 6万元/台，估计发生运杂费等销售费用 0.3万元/台。

期末易发生的错误处理方法：A材料的可变现净值=10伊

200-6伊200-0.3伊200=740（万元），成本为 1 200万元，故应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460万元（1 200-740）。会计分录为：借：资产

减值损失 460万元；贷：存货跌价准备 460万元。

这种做法错在未能很好地理解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条

件。本题中终端完工品W5型机器的可变现净值=10伊200-

0.3伊200=1 940（万元），大于其成本 1 600万元（8伊200），并没

有发生价值减损。因此，用于生产的 A材料即使其账面成本

已高于市场价值，也不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仍按 1 200万元

列示在 2007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的存货项目之中。

（2）用于销售的材料：其可变现净值的计算与库存商品

大同小异。用于销售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材料的预计售价-材

料的预计销售税金-材料的预计销售费用。在此不再赘述。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