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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由于自身条件或者企业外部的宏观经

济环境等原因，经常会出现无法如期偿还债务而陷入财务危机的情况。大量债权

债务的存在制约着企业的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债权债务的处

置问题都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存在的问题。 

债务重组是企业处置债权债务的一种重要手段，是企业存量资本优化整合的

有效方式之一。税收作为宏观经济中影响每一个微观企业的重要因素，在企业财

务决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针对债务重组业务，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税收法

律法规，这些税收法律法规的颁布为企业债务重组的税务处理提供了依据和准

绳，但在实际运用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本文试图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债务重组税收政策运用效果

的分析，从企业债务重组的税收政策、税收信用和税收征管等方面探讨债务重组

存在的税收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期对完善债务重组的税收政策提供参考。本

文共分六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结构、创新及不足； 

第二部分简单介绍债务重组的定义及现状，同时阐述债务重组的方式及会计

处理方法； 

第三部分阐述企业债务重组的税务处理，这部分内容先对债务重组涉及的税

收政策进行概述；之后重点介绍企业债务重组业务的税务处理。 

第四部分重点分析企业债务重组存在的税收问题； 

第五部分针对第四部分分析的税收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试图从税收

政策的完善、税收信用的建立健全、税收征管的加强来解决存在的税收问题； 

第六部分阐述完善债务重组税收政策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关键词：企业债务重组；税收问题；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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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bt restructuring between enterprises is inevit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so called “market economy” , as overdue or bad debts frequently arise  caused by 

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improper or low efficient internal management of  some 

enterprises. 

Tax affairs are key factors for the planning of debt restructuring.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lso critical to the government. So there is a set of compounded tax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is, where a few of limitations and defects still exist. 

In this thesis, we discuss some key tax issues relevant to debt restructuring , such 

as tax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also tax administrations in practice. Then we make 

some suggestion on these issues.  

There are six chapters in this article, as follows. 

Chapter one is the background and outline of this thesis. 

Chapter two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debt restructuring and its 

present status in China. Also, the relevant accounting affairs are explained in this 

chapter. 

Chapter three focuses on the relevant tax regulations, especially some common 

and typical business cases and their tax and accounting matters in practice. 

Chapter four is the discussion on the tax issues, limitations and defects on debt 

restructuring. 

Chapter five is all about the suggestion on how to settle the above mentioned 

issues and problems, especially how to improve the tax regulations and 

administrations. 

Chapter six is on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measures or systems which should be 

improved o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debt restructuring ; tax affairs; analysis and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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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言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企业生产、经营所处

的环境不断完善，一方面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越来越广阔；另一方面随着日趋

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资本市场、社会信用机制、管理模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企

业之间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成为普遍的现象，债权债务的处理问题是全世界的普

遍难题。根据 新的统计数字，我国 2010 年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的数据显

示,2010 年第一季度末的企业整体资产负债率为 85.02%，，二季度末的整体资产

负债率为 86.72%。从行业来看，2010 年第二季度末上市公司除了医药生物、农

林牧渔、化工、商业贸易和交运设备等五大行业整体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外，其

他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仍是很高的
①
。在西方国家，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不应超过

50%，否则就被认为是风险企业。大量债权债务的存在，不仅使资金大量沉淀，

严重影响企业的经营发展，甚至由于资金黑洞，导致企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

积极探索债务问题的解决方式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几年来，我国将金融企业

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不良资产交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

过多年的探索，积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已初步掌握了一些技术含量高的资产

处置方法。管理公司通过采用一系列的方法，提高不良资产的处置效率，为金融

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贡献力量。但对于其他企业内部存在的大量不良资产

的处置方法目前还是比较混乱，没有统一的模式。 

债务重组是企业重组的一种方法。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斯

蒂格在分析美国企业成长路径时指出：“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

某种形式的兼办与收购而成长起来，几乎没有一家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

来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及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企业重组已成为全球

经济领城的大趋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重组是一个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过

程，通过对企业自身拥有的各种资源的再调整和再组合，会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同时还会实现社会资源在不同企业间的优化组合，提高经济整体运行效率。狭义

                                                        
①五大行业资产负债率下降 逾两成公司“安全性”提升.证券日报.2010-09-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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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重组是指企业以资本保值增值为目标，运用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和产权重

组方式，优化企业资产结构、负债结构和产权结构，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广义的企业重组，包括企业的所有权、资产、负债、人员、业务

等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配置。企业重组按具体项目来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1）

股权重组；（2）债务重组；（3）资产重组。 

在我国税法上，对企业重组是这样定义的。根据财税[2009]59 号《关于企

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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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作为企业重

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企业中被广泛地运用，尤其是上市公司。债务重组通

过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债务和解协议，延长债务偿还期限，减免债务偿还额、降

低利率等方式来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使债务人摆脱财务困难，重现生机，对债权

人和债务人都有积极的意义。 

债务重组对于那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债务人来说尤为重要，这些企业往往拥有

潜在市场和良好的获利能力，财务支付困难只是暂时的。通过债务重组，展延债

务偿还期限，减免或降低债务偿还额和利率等方式，减轻债务人负担，使企业摆

脱困境，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 

债务重组对债权人来说，也可以有效地减少经济损失。通过债务重组，给债

务企业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敦促债务企业在重组期间改善经营状况，提高偿债能

力。通过债务重组，债权可以得到偿还，避免遭受权益损失。 
债务重组相对于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等企业重组方式来讲，具

有下列一些优势： 

1、与公司股权收购等方式相比，债务重组的操作程序比较简单； 

2、与公司合并、分立相比，债务重组不改变企业的所有权主体； 

3、与公司破产、清算相比，债务重组不改变企业的人员结构； 

4、债务重组还能 大期度地收回债权。 

正是存在上述的优势，债务重组在企业重组中被广泛地运用，这是本文选择

企业债务重组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原因；另外，资产重组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

展迅猛，与其相关的税收政策也是经过多次的修订，由于涉及的税种复杂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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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理解运用，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是本文选择债务重组的税收问题进

行研究的另一重要原因。本文通过对企业债务重组税收处理的分析，探讨债务重

组税收政策运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以期对完善债务重组的税收

政策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鉴于目前关于债务重组税收问题的专门研究还比较少，因此这里着重对国内

外学界关于资产重组税收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国外研究理论综述 

艾克堡指出，公司资产重组使得避税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用
①
。某些重组活动

的发生可能基于税收 小化机会的考虑，为了获取税收收益而进行的公司资产重

组活动常常被视为是与财政部的“零和游戏”，税收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资源从政府征税者（实际是一般公众）到公司再分配。债务重组是企业存

量资本优化整合的有效方式，税制一直有倾向于企业重组活动的因素，而且税收

激励也是纳税人考虑债务重组的一个重要因素。 

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并

基于帕累托 优（PARE-TOEFFICIENCY）基础之上。帕累托 优是指在不减少一

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而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

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帕累托改进可以在

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

并从中受益，但又不会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一项正确

的措施可以消减福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债务重组是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

进行调整，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符合

帕累托改进的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海格和西蒙斯提出了著名的“海格－西蒙斯所得概念” ，明

确定义了资本的所得。它指出：经济所得等于某一个时期的现金流再加上财富净

增加额。财富净增加必须计入所得，因为它代表着潜在收入或消费的增长。它的

核心思想是所得应该被定义得尽可能地宽，对于一个人（法人与个人）所获得的

                                                        
① Eckbo.Espen,Horizontal Mergers,Collusion,and Stockholder Wealth,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1,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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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财源应该按同样的税率进行征税。海格-西蒙斯所得概念具有公平的观念（收

入的所有来源都必须被包括进税基）和中性效果（对任何收入都公平对待）。税

法对债务重组所得的征税符合海格-西蒙斯所得概念的规定，体现税法的公平原

则和中性原则。 

著名的 M-M 定理源自于米勒和莫迪利亚尼（Miller-Modigliani）在 1958 年

发表的一篇著名的文章《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资本结构无关论与股利政策无关论。1958 的 M-M 定理中没有考虑税收因素，在

1963 年米勒和莫迪利亚尼在 M-M 定理基础上做出了修正，他们假定公司利润被

征税，借款利息可以抵税，债务在税收上的优势称之为“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 

企业的资金由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两部分组成，企业资本结构就是债务性资

金和权益性资金的比例关系。税法对于债务性资金和资本性资金的资金成本扣除

方法不同，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债务利息可以在税前应税收入中扣除，而

支付的股息却不能扣除。债务利息的可扣除性使企业获得因举借债务资金而得到

债务利息抵减应纳税所得额的好处，也称为“税盾”。这一税收激励政策使得企

业更愿意采用债务融资，但也成为企业在财务困难时采用债务重组的影响因素。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研究文献主要是从理论上探讨资产重组税收政策制定的方向，例如税收

激励等；国内学者的文献则是侧重于实务研究，例如新的会计准则下债务重组企

业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新的税收法规出台后债务重组企业如何进行税务处理以及

会计与税务处理的差异等实务问题，对于实践中存在的税收问题的探讨很少。 

李维萍的《资产重组的税收政策》一书中对资产重组税收激励政策的理论进

行了探讨。作者运用了以 M-M 定理为前提的 优资本结构、 优股息政策、运用

了托宾的 q理论来说明公司资产重组增长与新投资增长的可替代性选择，从生产

效率、社会福利角度研究公司资产重组的合理性，指出公司资产重组可以提高生

产效率，增进社会福利，对产业结构重构具有有益的作用，在不严重扭曲经济体

系的前提下，应给予资产重组一定的税收激励政策。这是国内学者比较全面研究

资产重组税收政策理论背景的文献，书中综合了国内外的理论研究，为企业资产

重组提供理论背景，并提出了税收激励政策。税收激励政策符合我国的债务重组

现状，因为债务重组是债务人遇到财务困难而实施的资产重组方式之一，如果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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