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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企业集团，是经过二十多年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所产生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一种成果。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通过企业的
战略性重组，组建规模大、集约化程度高、在同行业中占主导地位、对产业发展能起导向作用的大型
企业集团，不仅是保证中国经济主导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使中国企业提高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生存
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客观要求。
据相关统计，截至2005年，全部中央企业，国务院批准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的
企业集团，省（区、市）人民政府批准的企业集团和营业收入与资产总计均在5亿元及以上的其他各
类企业集团共有2845家。
从营业收入看，2005年全部企业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155509亿元；全部企业集团资产总计首次超
过200000亿元，已达到230763亿元；2005年盈利企业集团为2399家，占全部企业集团的84.3%；在美国
《财富》杂志最新公布的全球500家大企业排名中，中国大陆已达到19家。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着企业集团经济力量不断增长，它在中国税收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表现
为曰益增加的趋势。
据相关统计，2004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全国合计约有12975亿元，其中企业集团（主要是
前500家大企业集团）上缴11813亿元，占91%。
这就表明，中国企业集团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巨大；进而还意味着中国企业集团对整体中国经济领
域带来极大的影响。
　　⋯⋯　　本书主要的创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在研究角度上，为分析研究企业集团产
生的税收问题的原因，除了经济学的“传统企业理论”以及“科斯和后藤的理论”等企业相关经济学
理论以外，研究中运用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中性理论”等相关税收学理论；对于合并纳税制
度的理论分析，还采取了国外学术界较常用的“单一实体理论”与“独立实体理论”。
（2）进行统计分析时，引进了会计学的“实体理论和所有权理论”等会计学理论。
此外，还引入了“政治成本假设”等实证会计理论和“税收优惠假设”以及“背离税率假设”等相关
会计学假设。
（3）对目前中国企业集团的税负水平，首次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分析。
进行统计分析时，分别按集团类型、行业、年度以及地区，客观地计量了中国企业集团的实际所得税
负担，并以得出的数据为根据进行各集团类型之间的比较分析。
此外，据统计分析结果进行了各类企业集团税收负担的有关回归分析。
主要以企业集团的资产规模、负债比例、资本密集度、存货密集度、股权投资密集度以及资本报酬率
等为变量，对各类企业集团的税负影响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
（4）在研究内容上，在分析中国合并纳税制度时，首次进行了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
、德国、瑞典、中国8个国家合并纳税制度的比较分析，进而寻找对中国企业集团最恰当的合并纳税
制度模式。
本书建议将目前“损益统算型合并纳税制度”转为“所得统算型合并纳税制度”。
　　但是，限于笔者的水平和参考的资料有限，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尤其，在对各类企业集团进行统计分析及回归分析时，由于收集资料上的难度较大，因此无法作出更
具有可靠性的统计分析。
更为可惜的是，由于中国尚未界定母子公司之间内部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规定，使得难以分析母子公
司之间是否存在因内部交易引起的逃税、避税问题。
　　本书是根据作者多年的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所编写而成的。
全书共分7个部分，主要针对中国合并纳税制度与上市公司所得税负担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具体内容
包括合并纳税制度有关理论分析、合并纳税制度的国际比较、中国企业集团的税收负担分析、关于中
国企业集团税收负担不公平原因的实证分析、中国企业集团合并纳税的问题及改善方案。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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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0.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0.1.1 研究的背景目前由中国企业集团所引起的税收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内部交易问题。
这是指企业集团成员之间的内部交易引起的国内外避税问题。
②企业集团之间的税收不公平问题。
这是指“合并申报的企业集团”与“非合并纳税的企业集团”之间产生的税收不公平问题。
③成员企业之间的税收不公平问题。
这是指“合并纳税的成员企业”与“非合并纳税的成员企业”之间产生的税收不公平问题。
④国际税收不公平问题。
这是指，因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合并纳税而提供“看不见的税收补贴”，中国企业集团在国际经贸市场
上所面临的国际税收不公平问题。
⑤税收中性问题。
这是指合并纳税规定引起的集团公司与非集团公司之间所产生的税收干扰问题，等等。
此外，从实践来看，一些合并纳税的企业集团还存在着不避税问题：①擅自以盈补亏。
集团内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未作具体合并申报会计分录，只简单地将应纳税所得额进行冲抵，减少企
业集团的应纳税所得额，逃避企业所得税。
②重复提取费用。
如，下属公司依照销售收入提取了业务招待费，汇总到集团公司后又按汇总收入再提一次业务招待费
等。
这些重复提取费用减少了利润，当然少缴了企业所得税。
③多提各种准备金。
例如，根据现行财务制度规定，企业集团在编报合并会计报表时，其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必须
进行抵消，计提坏账准备金等各种准备金时多提或重复提取有关准备金，从而虚增了成本，减少了应
纳税所得额。
④有关税务登记问题。
即企业集团到税务机关办理登记的只有总公司一家，税务机关无法准确了解或掌握其下属公司情况，
给税收管理带来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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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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