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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ccvb">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获得的股息、红

利所得，以每次收入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比例税

率，按次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实际操作中，一些企业有打擦

边球的现象。对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一系列视

同股息、红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归纳起来，纳税

人有如下五种情形之一，就要按照视同股息、红利所得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情况。 一、投资者向企业借款可视同企业对个

人投资者的股利分配 实际中，常见个人投资者向企业借款，

借款挂在“其他应收款”等往来账户，根据《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

（财税〔2003〕158号）的规定，只要个人投资者在该纳税年

度终了后既不归还，又未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对其所借非

生产经营款项应比照投资者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例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在“其他应收款”

账户上挂了一笔该公司股东王某向公司的借款。王某于2008

年3月21日从公司借款5万元用于孩子出国留学，年底未归还

，凭证后附有王某手写的借据。根据税法规定，王某从公司

所借的5万元非生产经营用款应按“利息、股息、红利”税目

缴纳个人所得税1万元。来源：考试大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

上述文件只约束投资者借款，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投资者将

借款转化为投资者的配偶、子女或其他亲属借款，想钻税法

的空子逃避纳税。为此，《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



为个人购买房屋或其他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财税〔2008〕83号）规定，将投资者从企业借款不还视同股

息、红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延伸至投资者家庭成员

。文件规定，投资者家庭成员向企业借款用于购买房屋及其

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家庭成员，且借款年度终了

后未归还借款的视同投资者取得股息、红利所得征收个人所

得税。 二、投资者将企业资金用于消费性支出或财产性支出

，视为企业对个人投资者的股利分配 个人投资者以企业资金

为本人、家庭成员支付与企业经营无关的消费性支出及购买

汽车、住房等财产性支出，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

〔2003〕158号），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认定实际是

个人投资者获得了股息、红利，应依照“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例如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在福

利费中列支82万元为投资者购买住房，则要视同投资者取

得82万元的股息、红利，应缴纳16.4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百考

试题论坛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为个人购买房屋

或其他财产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财税〔2008〕83

号）规定，针对实际中存在大量企业的资产计入个人名下，

即使为企业使用，同样要征收个人所得税。文件要求，企业

出资购买房屋及其他财产，将所有权登记为投资者个人、投

资者家庭成员的，不论所有权人是否将财产无偿或有偿交付

企业使用，其实质均为企业对个人进行了实物性质的分配，

应视同投资者取得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为企

业所用的个人资产提取的折旧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三、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视为企业对个人



投资者的股利分配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来源于企业在生产

经营活动中所实现的净利润，所以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

增个人资本实质上是把净利润分配给股东，是对股东股份的

重新量化，个人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

国税发〔1997〕198号）和《关于转增注册资本征收个人所得

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8〕333号）都作出规定，盈余

公积金转增个人资本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

征收个人所得税。例如，某有限责任公司A由甲、乙、丙三

个自然人投资设立，投资比例为5∶3∶2。为了扩大资本总额

，决定用企业600000元的盈余公积金转增资本。则股东甲应

纳个人所得税600000×50％×20％=60000（元），股东乙应纳

个人所得税600000×30％×20％=36000（元），股东丙应纳个

人所得税600000×20％×20％=24000（元），上述税款由A公

司代扣代缴。 四、资本公积金转增实收资本，视为企业对个

人投资者的股利分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

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

号）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

、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

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虽然该文件明确规定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不征税，但是，在随后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

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进行了相

应的补充说明，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中所说的资本公积

金转增个人股本不需征税，专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

入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个人股本不作为应税所得，不征收



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转增个人股

本，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包括企业接受捐赠、拨款转

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资产评估增值等形成资本公积金转

增个人股本要征收个人所得税。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

网站(www．Examda。com) 现实中存在不少企业投资者为了

增加企业和股东自己的资本，在实际不增加投资资金的情况

下，采取对资产评估增值，来增加企业权益的资本公积金，

然后再将增加的资本公积金分配转增投资者个人股本。例如

一有限责任公司以168万元购买一块土地，经有关部门评估增

值为1000万元后，通过“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科目，

将1000万元全部分配到5个股东名下，根据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除股本溢价外）需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虽然该公司

股东只是增加了股本，并未收到实际的利益，也没有现金流

，仍然要按照持股比例对每个股东转增的数额征收20%的个

人所得税。 五、已分配挂账但未支付的股利，视为企业对个

人投资者的股利分配 很多情况下，企业将应分配给投资者个

人的股利挂在应付股利，其他应付款等往来会计账户，并未

支付。例如，某企业应付给投资者甲股利10万元，虽然只提

取并没有支付，对于此类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征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1997〕656号）

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将属于纳税义务人应得的股息、红利

收入，通过扣缴义务人的往来会计科目分配到个人名下，收

入所有人有权随时提取，即应认为所得支付，应及时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根据该文要求，企业将10万元的股息、红利

所得分配到甲的个人名下时，即视同个人取得了股息、红利

，应按20%税率代扣代缴5万元的个人所得税。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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