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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为什么要收购企业所得税——企业收并购的原因
?-股识吧

一、企业所得税的来源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
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
企业所得税。
”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的比例税率。
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3%，另有两档优惠税率，全
年应纳税所得额3－10万元的，税率为27%，应纳税所得额3万元以下的，税率为18
%；
特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率为15%。
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另有3%的地方所得税。
新所得税法规定法定税率为25%，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一致，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
高新技术企业为15%，小型微利企业为20%，非居民企业为20%。

二、企业收并购的原因?

企业收并购的原因是实现并购双方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现在有个环球金融俱乐部可
以帮助我们更快的实现这个计划

三、上市公司所得税是不是就是企业所得税

是的，公司是交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交个人所得税，上市公司应该都
是股份制吧所以应该是交企业所得税

四、什么是上市公司收购？其意义是什么？

上市公司收购是指投资者依法购买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上市的股份，从而获得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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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控制权的行为。
意义： 上市公司收购是指投资者公开收购股份有限公司已经依法发行上市的的股
份以曲线收购达到对该公司控股或者合并目的的行为。
其主要内涵可作如下理解： 其一，上市公司收购的目标是上市公司，收购的标的
物是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而不是目标公司的具体资产；
其二，上市公司收购的主体是投资者，投资者即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
经济实体；
其三，收购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目标公司的控制股或者取得控制权。
收购成功后，收购方一般并不将目标公司的法人资格解散，更不会将目标公司的上
市资格主动取消。
在中国，保持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并利用该宝贵的壳资源从事资本运作以获得发
展，是收购的终极目的。

五、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和负债，其第一大股东为什么会收购呢
？收购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该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收购公司不良资产的目的主要有以下
几个：1、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超过50％，公司的资产或者盈利的增加，股票价格
就会增加，使得该大股东成为最大受益者（手中的股票价值最大化）；
2、上市公司的不良资产是大股东原来上市的时候或者以后装进上市公司的，因为
经营不好，大股东愿意收购回来，以避免其他股东对他装入资产不好的一种回应；
3、大股东自己经营的业务跟公司的不良资产行业有相近性或者属于行业的上下游
行业，所以，即便上市公司的这部分资产在上市公司的管理之下不能获得盈利或者
较好效果，大股东收购后，则有可能经营的好起来，而且这部分资产目前价值比较
低，收购成本比较低；
4、大股东打算将其他（行业）资产装进上市公司，以便扭转上市公司目前行业走
入低潮的困境；
5、该不良资产中含有土地等资产，因为有关资产是按照购入成本计算的，但是如
果重新估值的话，也许能够增值，所以，按照帐面资产（负值）购买该资产，实际
上并非价值为负，而是有一定的价值。

六、资产收购怎么征收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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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购业务所得税处理的一般性规定 (一)转让企业的所得税处理。
资产收购，对于转让企业而言，其实质相当于向受让企业转让收购资产并获得经济
利益，这里的经济利益既包括货币性资产，又包括非货币性资产。
因此，转让企业的所得税处理主要涉及是否确认收购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以及如
何确定取得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两方面的内容。
一般情况下，转让企业应确认收购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而按照所得税的对等理
论，以付出收购资产为代价而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的计税基础应按照公允价值确定
。
(二)受让企业涉及的所得税问题。
资产收购，对于受让企业而言，其实质相当于付出一定的对价购买转让企业收购资
产，从而取得对转让企业的经营控制权。
由于付出的对价可能涉及非货币性资产，因此受让企业的所得税处理主要涉及付出
对价中包括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否确认转让所得或损失，以及如何确定收购资产的计
税基础两方面的内容。
受让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作为支付对价，一般情况下，相当于受让企业转让非货币
性资产，并以转让取得的经济利益购买收购资产。
资产收购业务所得税处理的特殊性规定 (一)转让企业的所得税处理。
1.收购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的处理。
如果资产收购符合特殊性处理条件，按税法规定转让企业可以暂不确认收购资产的
全部转让所得或损失，但应确认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
值-被转让资产的计税基础)×(非股权支付金额÷被转让资产的公允价值)。
2.取得受让企业股权计税基础的确定。
在符合特殊性处理条件的情况下，由于转让企业可暂不确认收购资产全部转让所得
或损失，按照所得税的对等理论，转让企业取得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应按被
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础确定，而不能按公允价值确定。
在不涉及非股权支付的情况下，转让企业应按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税基础加转让过
程应缴纳的相关税费确认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在涉及非股权支付的情况下，由于转让企业确认了非股权支付对应的所得或损失，
因此按照所得税的对等理论，确认受让企业股权计税基础时应考虑已确认的转让所
得或损失。
对此，笔者总结了两种具体确定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分步确定法。
即先确定转让企业取得全部经济利益的计税基础，再确定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
其中，取得全部经济利益的计税基础=收购资产原来的计税基础+转让环节应缴纳
的相关税费+非股权支付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这里全部经济利益包括受让
企业股权和非股权支付两部分内容。
由于资产收购中确认了非股权支付对应的收购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因此非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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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计税基础为公允价值。
这样，根据上面的公式即可反推出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分解理论确定股权的计税基础。
我们可以将转让企业的收购资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换取受让企业的股权；
一部分用于转让，并取得非股权支付。
由于资产收购时未确认受让企业股权对应的资产转让所得或损失，所以只能按这部
分资产的原计税基础确定受让企业股权的计税基础。

七、刚开业的公司为什么要交所得税

去年刚成的公司，没有收入的话可以不交企业所得税的。
即使调整也不用啊。
不清楚你是什么地方的，我们这里可以，当然帐也要做的可以

八、企业为什么要交企业个税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按规定缴纳企
业所得税，但是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所以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所帮助，望采纳！

九、（2）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为什么
公司可以回购股份？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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