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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

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

限最长不得超过五年。弥补亏损期限，是指纳税人某一纳税年

度发生亏损，准予用以后年度的应纳税所得弥补，一年弥补不

足的，可以逐年连续弥补，弥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5年，5年

内不论是盈利或亏损，都作为实际弥补年限计算。企业可以利

用这一规定进行纳税筹划，获得降低税负的利益。

一、利用亏损结转进行纳税筹划的思路

总的思路是企业应合理安排亏损和盈利，将亏损结转的

规定用好用足，以便充分享受到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需要注

意的是，企业的年度亏损和盈利是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出来

的，不得违反税法的规定随意地调整利润。

企业利用亏损结转进行纳税筹划的具体思路如下：

1援 如果企业在今后几年内微利或接近亏损，可能的情况

下，应先安排亏损，再安排盈利。

例：某企业连续三年的所得税前利润为 80万元、60万

元、-100万元，假设能将三年的所得税前利润调整为-90万

元、70万元、60万元，不考虑纳税调整事项，计算两种情况下

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

第一种情况：应纳税额合计=80伊25%+60伊25%+0伊25%=

35（万元）

第二种情况：应纳税额合计=0伊25%+0伊25%+（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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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结转的亏损冲抵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获得税负降低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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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可以发现，无担保负债率与流动性指标、净利润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税率和 M to B则无显著的相关关

系。因此，在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时，本文剔除了税率和 M

to B这两个变量。

接下来，本文对剩余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并在

OLS法下，对各变量进行了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

实验结果表明：无担保负债率与资产流动性之间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再次证明了假设 3。

六、总结

本文以 2007耀 2009年中小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

究了公司资产流动性与资本结构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样本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资产流动性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

一结论表明资产的流动性在经济意义上具有重要性，并且将

影响资本结构的决定。资产流动性的增加增强了偿债的能

力，管理层为了控制更多的资产以增大其私人收益亦倾向于

增加负债。

本文进一步对在管理层是否拥有资产处置权的条件下，

资产流动性和资本结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发

现：有担保负债率和资产流动性之间呈不显著负相关关系；而

无担保负债率与资产流动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

管理者是否拥有资产的处置权，会因资产的流动性而影响其

对资本结构的选择。在管理层不具有资产处置权的条件下，管

理层出于私人利益最大化考虑，倾向于减少负债以取得资产

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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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d. Error

0.014

0.883

0.000

表 7 模型 2回归系数

常数项

流动性指标

净利润

B

0.209

3.438

-3.169E-10

非标准回归
t统计量

14.948

3.893

-2.238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27

标准回归

Beta

0.995

-0.572

因变量院无担保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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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伊25%=10（万元）

可以看出，在第二种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降低

了 25万元（35-10）。

2援 如果企业前几年出现亏损，亏损弥补已近 5年，若还

有巨额亏损尚未弥补，如果有可能应先安排盈利，再安排亏

损，用足亏损弥补的年限。

例：某企业连续七年的所得税前利润为-780万元、70万

元、50万元、60万元、70万元、-80万元、150万元，假设能将

七年的所得税前利润调整为-780万元、70万元、50万元、60

万元、70万元、150万元、-80万元，不考虑纳税调整事项，计

算两种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

第一种情况：应纳税额合计=0伊25%+0伊25%+0伊25%+0伊

25%+0伊25%+0伊25%+（150-80）伊25%=17.5（万元）。

第二种情况：由于第 2 耀 6年企业盈利可弥补结转的亏

损，因而应纳税额为 0，第 7年亏损，故应纳税额为 0，因此应

纳税额合计为 0。

可以看出，在第二种情况下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降低

了 17.5万元。

3援 如果企业在今后几年内或盈利或亏损，可能的情况

下，应安排好亏损和盈利的节奏。如一年亏损后，待亏损弥补

完毕，再一年亏损，然后再弥补……循环往复。

例：某企业连续八年的所得税前利润为-280万元、80万

元、150万元、60万元、-230万元、80万元、120万元、60万元，

不考虑纳税调整事项，计算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合计数。

应纳税额合计数=0伊25%+0伊25%+0伊25%+（60-280+

80+150）伊25%+0伊25%+0伊25%+0伊25%+（60-230+80+120）伊

25%=10（万元）

可见，该企业虽 8年中大多数年份盈利且盈利金额较大，

但所得税应纳税额合计数仅 10万元，原因就在于企业很好地

安排了盈亏期间，有效地利用了亏损弥补的所得税优惠。

二、科学安排盈利和亏损的技巧

用亏损结转进行纳税筹划的关键是科学地安排企业的亏

损与盈利期间，其手段是合理安排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活动（这

些经营与管理活动是必需的，只是将经营与管理活动进行的

时间提前或推迟而已）。对企业盈亏进行调整的方法有很多，

但对企业利润影响较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援 利用好固定资产的加速折旧或不加速折旧。现行《企

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

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我们可以根据此项规定，来调整企业的盈亏。如企业预测今明

两年微利或接近亏损，需优先安排今年亏损，则可将今年企业

新购置的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法，以尽可能降低盈利；反

之，企业的亏损弥补还有最后一年，此时需尽可能使企业盈利

时，新购置的固定资产则不采用加速折旧法。

2援 把握好企业重组业务的节奏。企业重组是指企业在日

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

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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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业务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对企业当

期和以后各期的盈亏影响巨大，如果重组业务是必需的，那么

把握好企业重组业务的节奏非常关键。企业要在保证实现发

展战略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重组业务的相关税收规定，调整企

业的盈亏，最好是企业由重组形成一年亏损，然后五年弥补亏

损，然后再次重组形成亏损，再弥补亏损……循环往复。

那么，如何利用企业重组调减利润以尽可能形成亏损呢？

淤利用债务重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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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人可按照收到的债务清偿额低于债权计税基础的差额确

认债务重组损失。于利用并购。根据财税［2009］59 号文件的

规定，假设被并购企业在并购当期及前期有亏损或累计亏损，

企业重组同时符合具有合理的商业目的等规定和标准，被并

购企业在并购后采用公司分支机构的形式，也可以实现亏损

企业的部分亏损抵减盈利。盂利用资产收购。在大量资产收购

当期，企业由于大量增加了固定资产的折旧成本、融资的财务

成本、管理成本等，盈利大幅度减少，从而调减企业利润。榆利

用新分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筹建。企业可根据发展战略的要求

成立新的分公司或分支机构，一般新机构的成立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如需购买或租赁经营场所、购置固定资产等，从而

大大增加了企业当期的成本，使企业当期利润大幅减少。

那么，如何利用企业重组增加企业利润以尽可能形成盈

利呢？淤利用固定资产的转让。物价一般是呈上涨的趋势，因

此企业所持有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一般都高于其账面价值。

特别是房地产，其增值往往是巨额的。因此，企业可以考虑将

一部分增值的资产出售，以增加当期利润。于利用商标权等无

形资产的转让。对企业来讲，商标一旦“驰名”，商标权和特许

经营权等无形资产同样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市场潜力，

企业在必要的时候，可通过转让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以大幅增

加企业的利润。盂出售分公司或子公司。企业根据发展战略调

整的要求，出售分公司或子公司，一般情况下，会兑现固定资

产包括房地产的增值收益或股权的增值收益，并减少企业当

期的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员工的工薪成本、管理成本等，从而

有可能使企业当期利润大增。榆处置投资资产。这里的投资资

产主要是指企业的股权投资资产，一般说来，随着被投资企业

的发展，企业持有股权的价值也是不断增加的，企业完全可以

在必要时处置投资资产，以大幅调增当期的利润。

3援 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或技术转让的力度。企业如需调

减利润，可采用加大研究开发力度的方法。该方法一是可以增

强企业发展的后劲，二是可使企业享受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以

进一步抵减当期利润，因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开发

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以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企业如需调增利润，可采用加大技术转

让的力度，以增加企业当期利润。

【注】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

学者项目经费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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