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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9/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A8_c45_629583.htm 第十六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

第（三）项所称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

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 「释义

」 本条是关于收入总额中的转让财产收入的范围的规定。 本

条是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三）项中“转让财产收入”

的细化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只是将“转让财产收入”作为收

入总额中的一种形式，但没有明确“转让财产收入”具体是

指什么？其中的“财产”又主要包括哪些？这就是本条规定

所要回答的问题。 原内资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

：“条例第五条（二）项所称财产转让收入，是指纳税人有

偿转让各类财产取得的收入，包括转让固定资产、有价证券

、股权以及其他财产而取得的收入。”这次修改，主要有两

个方面：一是将“财产转让收入”改为“转让财产收入”，

以便于本条例第十四条的“销售货物收入”、第十五条的“

提供劳务收入”的表述相一致；二是在列举规定中除固定资

产外，增加了生物资产、无形资产等财产形式，以便与经济

的发展和企业拥有财产结构的变化情况相适应；同时还删去

了“有价证券”，其概念可包括在股权、债权的范围内，这

样调整使得分类列举更加规范。 一、“财产”的范围关于转

让财产中的“财产” 的范围，本条列举了以下几种类型：固

定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

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的财产。 生物资产，



是指企业拥有的有生命的动植物资产，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企业拥有

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

只有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一起，用于出售、

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时，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

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企业的商誉、知识产权等。商誉是企业长

期生产经营积累的良好声誉和信用，可折价作为财产出资入

股，或者转让、出租给他人以及为他人提供担保。知识产权

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版权）以及非专利技术等，

是受法律保护的智力成果。知识产权除经过以特许权使用的

方式授予他人使用外，还可以依法转让，改变其权利主体，

同时为出让人带来收入。 股权，是指企业投资其他企业而因

此享有的以其出资额（认购股份）为限的收益分配和参与经

营决策的权利。股权既有财产权的性质，也有表决权、人身

权的性质，但其投资收益是主要目的，因此可以作为财产转

让。 债权，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

而发生的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债包括合同之债、侵权之债、

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等。而债权是基于债的关系而

产生的对特定相对人的财产等请求权。债权还可以通过债券

形式表现，包括国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等，

是指特定主体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

券。债券提高了债权的流通性，极大地便利了债权通过转让

实现其经济价值。 二、转让“财产”收入的确认 当企业转让

财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应当确认转让财产收入：一是企

业获得已实现经济利益或潜在的经济利益的控制权；二是与

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三是相关的收入和成本



能够合理地计量。 企业应当按照从财产受让方已收或应收的

合同或协议价款确定转让财产收入金额。企业发生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偿债，以及将财产用于捐赠、赞助、集资、广告

、样品、职工福利和利润分配，应当视同转让财产，按以上

规定确认收入。 第十七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四）项所

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企业因权益性投资从

被投资方取得的收入。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除国

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

润分配决定时间确认收入的实现。 「释义」 本条是关于收入

总额中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规定。 本条是对企业

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四）项中“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

益”的具体细化规定。但企业所得税法只是将其作为收入的

一种形式，没有明确“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具体

是指什么？其收入实现的时间如何确认？这就是本条规定所

要回答的问题。 原内资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六款规定：

“条例第五条（六）项所称股息收入，是指纳税人对外投资

入股分得的股利、红利收入。”这次修改，考虑到权益性分

配工具的不断创新，因此本条用“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

收益”加以概括，是指纳税人对外投资入股分得的股利、红

利收入。 本条对股息、红利收入的规定主要着重以下三个方

面： （一）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四）项所称股息、红利

收入，是由于权益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按照其目的不同可分

为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债权性投资是指为取得债权而

进行的投资，如购买国债、企业债券等。债券是以合同形式

明确规定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约定投资

企业在合同到期时收回本金已经按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从



而获得投资回报，其风险和收益率被固定，属于风险和收益

相对较小的投资方式。权益性投资是指为取得对另一企业净

资产的所有权而进行的投资，其主要是股权投资，其收益与

企业的经营效益挂钩，以投资额为限分享企业的盈利并承担

企业的损失。根据公司法规定，不经法定程序，在公司存续

期间投资不得撤回，因此权益性投资一般无还本日期，企业

如果想结束权益性投资并收回本金，则只能依法将所持股份

转让。 股息、红利就是企业在进行结算时，将某一阶段的盈

利部分按照股东所持股份的比例分配给股东的利润。股息、

红利是企业经营利润中用于分配给股东作为投资回报的一部

分，是股东将企业作为其投资工具而获得的收益的重要组成

部分。股息、红利收入的形式可分为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

现金股利又称派股，是指企业以现金形式分配给股东的股利

；股票股利又称送红股，是指企业以增发股份的方式代替现

金方式向股东派息，通常是按照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分配新股

数量，以防止企业的资金流失，保证股东所获得的利润继续

作为企业的投资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等。 （二）股息、红

利收入是企业从投资方取得的。这样规定，是为了将股息、

红利收入和转让股权的收入区分开来。转让股权的收入是企

业将其他企业的股权转让给他人而获得的差价收入，而股息

、红利收入是企业从其被投资的企业利润中获得的分配收入

。如在证券市场上转让股票获得的差价收入是属于本条例第

十六条所称转让财产收入，如持有股票的发行公司分配的股

利则属于本条所称股息、红利收入。 （三）股息、红利收入

的实现方式：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

在被投资企业作出利润分配决策时确认收入实现，不论企业



是否实际收到股息、红利等收益款项。 企业应当按照从被投

资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和其他利润分配收益全额确认股息

、红利收益金额；企业如用其他方式变相进行利润分配的，

应将权益性投资的全部收益款项作为股息、红利收益。 税法

上对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的确认已偏离了权责发生

制原则，更接近于收付实现制，但又不是纯粹的收付实现制

。也就是说，税法上不确认会计上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

，这是税法与会计的差异之一。但这也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

言的，特殊情况下，比如税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受控外国企

业规则（CFC规则）中，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

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

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

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

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这时

，投资收益的计算则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的。 此外，还

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情况，本条授权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

门针对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对收入确认的时间作出不同于

被投资方利润分配决定时间原则的除外规定。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