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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一、以债转股办理工商登记应注意事项债权转

股权是指公司债权人将其对公司（以下称“被投资公司”）

享有的合法债权转为出资（认购股份），增加被投资公司注

册资本的行为，不适用于公司设立。公司债权转股权应当符

合六个条件：一是被投资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二是债权

应当基于双务合同产生并以货币给付为内容；三是同一债权

涉及两个以上债权人的，应当经该债权的全体债权人一致同

意；四是债权人如果同时是被投资公司债务人的，该债权人

实施债权转股权的金额不得超过其所享有的债权抵销所承担

债务后的余额；五是债权出资评估作价金额应当经被投资公

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六是债权人或债务人为国有企业或者

其他国有性质单位的，应当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履

行审批手续。 除满足上述条件外，《办法》明确，公司债权

转股权，债权人应当与被投资公司签订《债权转股权协议》

。依照《债权转股权协议》的约定，相关债权可以全部或者

部分转为对被投资公司的股权。同一债权涉及两个以上债权

人的，经该债权的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可以将该债权的全

体或者部分债权人享有的债权转为被投资公司的股权；转为

出资的债权应当经具备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

进行专项审计和资产评估，审计和资产评估应当采用同一基

准日。债权转股权的作价金额不得高于该债权经审计确认的

帐面值，也不得高于该债权的评估值。来源



：www.100test.com 同时，公司以债权转股权形式增加注册资

本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验资证明应当依照

《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载明该债权的

审计和评估情况。以债权转股权方式增加的注册资本不得分

期缴纳，被投资公司应当一并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

变更登记。 《天津市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津工商企注字[2009]14号） 二、新合并分立企业是否算新办

企业享受税收优惠？国地税征管问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的通知

（财税[2006]1号） 享受企业所得税定期减税或免税的新办企

业标准为： 1.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规定在工商行政

主管部门办理设立登记，新注册成立的企业。 2.新办企业的

权益性出资人（股东或其他权益投资方）实际出资中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的累计出资额占新办企业注册

资金的比例一般不得超过25％。 2009年起新增企业，是指按

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新

办企业认定标准的通知》（财税[2006]1号）及有关规定的新

办企业认定标准成立的企业（国税发[2008]120号）。 按以上

规定，企业重组，大多是非现金交易，不符合新办企业要求

。新合并分立企业不算新办企业，不能按财税[2009]59号文件

执行。 按国税发[2006]103号规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有

关规定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设立登记的企业，不符合新

办企业认定标准的，按照企业注册资本中权益性投资者的投

资比例（包括货币投资和非货币投资，下同）确定征管范围

归属。即：办理了设立登记但不符合新办企业标准的企业，

其投资者中，凡原属于国家税务局征管的企业投资比例高于



地方税务局征管的企业投资比例的，该企业的所得税由所在

地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反之，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税

务局负责征收管理；国家税务局征管的企业和地方税务局征

管的企业投资比例相等的，由企业所在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

征收管理。企业权益性投资者全部是自然人的，由企业所在

地的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来源：考试大 三、企业重组

慎作税收筹划由于企业重组往往金额较大，对企业影响大，

如果交税，金额一定大，企业需要进行税收筹划，这是正常

的。但应正确理解，特殊重组的优惠不是真正意义的优惠，

只是纳税的延迟，所以企业： 1、不能单纯为节税而重组，

否则重组将失去商业目的，带来避税的嫌疑。 2、要正确理

解税法规定，最好咨询中介部门，少走弯道。 3、企业重组

不仅关系到所得税，也关系到流转税，财产税、行为税等，

企业应综合考虑。 4、企业重组关系到企业各个部门，国家

对企业各方面的管理，企业应听取各方面意见，平衡考虑，

作出最终决定。 四、企业重组涉及的税收优惠承续问题59号

文第九条对合并和分立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承续问题给予了

明确： 1、吸收合并 在企业吸收合并中，合并后的存续企业

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未发生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合

并前该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其优惠金额按存续企业合

并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亏损计为零）计算。 2、存续分

立 在企业存续分立中，分立后的存续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

惠的条件未发生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分离前该企业剩余期

限的税收优惠，其优惠金额按该企业分立前一年的应纳税所

得额（亏损计为零）乘以分立后存续企业资产占分立前该企

业全部资产的比例计算。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企业重



组，大多是非现金交易，不符合新办企业要求。新合并分立

企业不算新办企业，不能按财税[2009]59号文件执行。特殊重

组的优惠不是真正意义的优惠，只是纳税的延迟，所以企业

不能单纯为节税而重组。 五、免税重组的程序性规定59号文

第十一条规定：“企业发生符合本通知规定的特殊性重组条

件并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当事各方应在该重组业务完成

当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

资料，证明其符合各类特殊性重组规定的条件。企业未按规

定书面备案的，一律不得按特殊重组业务进行税务处理。”

由此可见，企业若想享受到免税重组的优惠切莫忘记在完成

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向税务机关提交书面备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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