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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股权投资业务若干所得税问题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规定：企业的股权投资所

得是指，企业通过股权投资从被投资企业所得税后累计未分

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分配取得股息性质的投资收益（股

息性所得）；除另有规定者外，不论企业会计账务中对投资

采用何种方法核算，被投资企业会计账务上实际作利润分配

处理（包括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企

业应确认投资所得的实现；被投资企业发生经营亏损时，由

被投资企业按规定结转弥补，投资企业不得调整（减低）其

投资成本，也不得确认其投资损失。 由此可以看出，通知对

股息性所得确认的规定与《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有所不同

，主要表现在： 1.确认时间不同。通知规定，投资企业不论

是采用成本法还是权益法进行股权投资核算，均在被投资企

业会计账务上实际作利润分配时，确认股息性所得的实现，

并且不能将被投资企业的亏损确认为投资企业的投资损失。

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当投资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时，

应在取得股权投资后，按应享有的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当

年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份额，调整投资账面价值，

并作为当期投资损益。 2.确认金额不同。通知规定，被投资

企业对投资企业分配支付额，属于来源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

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的部分，视为股息性所得，对超过

被投资企业的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的部分且低于



投资方的投资成本的，应冲减投资成本，超过投资成本的部

分，视为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所得。而《企业会计制度》则

将股息性所得限定为，从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计

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中取得的分配额。 3.通知规定，

被投资企业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投资企业

应按股票面值相当的金额确认股息性所得。而《企业会计制

度》则不允许将此部分金额作为收益加以确认。 从以上比较

可以看出，由于通知与《企业会计制度》对股息性所得的规

定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

差异，投资企业在确定应纳税所得额时应注意进行纳税调整

。 二、股权投资所得的税务处理 税法规定，投资企业取得的

股息性所得，如果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被投资企业的，

不退还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如果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

于被投资企业的，应按规定计算补缴企业所得税；如果投资

企业与被投资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一致，不予补税；如果由

于被投资企业享受定期税收优惠而实际执行税率低于投资企

业的，也不再补税。 目前，对投资企业应计的股息性所得计

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做法有以下三种： 1.将股息性所得不并

入投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而按下列公式单独计算应补缴的

企业所得税： 投资企业应补缴的企业所得税＝来源于被投资

企业税后利润的股息性所得÷（1－被投资企业适用所得税税

率）×（投资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被投资企业适用所得税

税率）。 百考试题助你成功 2.如果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于

或等于被投资企业，投资企业先将股息性所得还原为税前所

得计入收入总额，然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作免予补税的

投资收益扣除；当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时，



投资企业同样先将股息性所得还原后计入收入总额，计算应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然后将在被投资企业已缴纳的企业所得

税税额予以抵扣。 3.投资企业将股息性所得还原为税前所得

，并入应纳税所得额，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股息性所得在

被投资企业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在不超过按投资企业

适用税率计算的抵免限额内，从投资企业的应纳所得税中据

实扣除，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由投资企业向以后年度结

转。 从表面上看，上述三种方法计算的企业应纳所得税的最

终计算结果是一致的，但是当投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两档

照顾性税率的临界点附近时，计算结果则不相同。现举例说

明。 例：甲企业（投资企业）2000年年末从乙企业（被投资

企业）分回股息性所得4万元；甲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不

包括股息性所得）为7万元；甲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33%，乙

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15%. 第1种做法：甲企业应纳所得税额

＝7×27% 4÷（1-15%）×（27%-15%）=2.45（万元） 第2种

做法：甲企业应纳所得税额＝[7 4÷（1-15%）]×33%-4÷

（1-15%）×15%=3.15（万元） 第3种做法：因股息性所得在

乙企业已缴企业所得税税额低于按投资企业适用税率计算的

抵免限额，可据实扣除，计算结果同第2种方法。 若将上例

中乙企业适用税率改为33%，则： 第1种做法：甲企业应纳所

得税额＝7×27%=1.89（万元）；股息性所得4万元不补税。 

第2种做法：甲企业应纳所得税额＝[7 4÷（1-33%）-4÷

（1-33%）]×27%=1.89（万元） 第3种做法：甲企业应纳所得

税额＝[7 4÷（1-33%）]×33%-4÷（1-33%）×33%=2.31（万

元）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那种认为三种做法计算的应纳所得

税最终结果是一致的认识是片面的。对于这三种股息性所得



的税务处理方法，笔者赞同第3种方法。原因有二：一是与境

外所得已纳税额的抵免方法一致；二是税法规定，当投资企

业发生经营亏损时，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性所得可还原后用

于弥补亏损，弥补亏损后仍有余额的，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企

业所得税。第3种做法与此项规定相符，并且股息投资所得在

被投资企业已纳税款未抵免的部分可结转以后年度抵扣。 应

该引起注意的是，采用第3种做法进行税务处理时，抵免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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