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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资本市场也在高

速发展，为了能够优化企业的资本、快速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占有份额、在

市场竞争中求胜，愈来愈多的企业选择采用企业合并的手段，实现协同效应、获得

规模经济的优势。

税收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其影响着微观企业经营决策。在企业合并中，税

负成本虽然不是首要的考虑条件，但却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企业在合并的过

程中，可以通过事前的细致筹划，在选择最优的合并方案时又只须承担最少的税负

成本，从而为企业节约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企业获得价值最大化。

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为企业合并当中的纳税筹划问题，下文将根据高级财务管理及

企业纳税筹划的理论知识，从理论研究与案例应用两个角度进行详细地研究分析。

首先，对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进行阐述，并简单概括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企业合

并的纳税筹划问题的研究现状，从中获得启发，描绘出本文的具体研究框架；其次

，对企业合并的概念、种类等，纳税筹划的概念、意义等理论知识进行详细的学习

，并且将两者相结合，引出本文的理论研究宗旨；再次，对我国的税收政策进行简

要的研究分析，对整体的法律环境宏观了解，并掌握在纳税筹划过程中可以运用的

法律法规政策；然后，在对国内外企业合并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本文采用

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从A公司与B公司的实际需求角度出发，结合时下经济社会形

势，选择恰当的企业合并的方案，并同时为其做出具体的纳税筹划方案，对纳税筹

划在企业合并业务中的可行性进行论证；最后，对本文的理论研究和案例研究进行

总结，希望能为企业合并的纳税筹划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关键词：企业合并；纳税筹划；合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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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is gradually establish a sound of market

economy, the capital market is rapidly developing,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 capital

and quickly expand the operation scale to expand market share, to stand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feet,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choose to adopt

means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realize synergies, economies of scale to gain

an advantage.

Taxation is an important macroeconomic factor, which affect the microstructure of

business decision-making.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 tax cost is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 though not the condition, but i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has to be

considered, companie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rocess, you can advance

through careful planning, in time and choose the best M&A program can pay

minimal tax cost to the business to save money and improve efficiency in the use

of funds to enable enterprises to obtain the maximum benefit.

The specific object of the study is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mong tax

planning, according to senior financial management and corporate tax plan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the following will detailed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ase application from two angles. First,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briefl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research on tax planning issue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derive inspiration, depicting specific research framework;

secondly,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other species,

the concept of tax planning, the significance of a detailed stud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both, leads to theoretical research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again, to China's tax policy brief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legal

environment Macr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tax planning process can use the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then, in the A & B tax planning for domestic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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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we use a method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the actual demand from Company A and

Company B's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orm, select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program and its tax planning scheme to make specific,

demonstrated the feasibility of tax planning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business;

and finally,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ase studies a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 so as to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ax planning research contributions

meager force.
         

Keyword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ax planning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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