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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内部资金借贷业务的税务问题分析
成秀梅

中铁六局集团太原铁路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山西太原 030000

2021年末，某大型央企下属的三级子公司，收到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千户集团税收风险分析报告》，指出“企业纳税申
报财务费用大于接受的财务发票金额，可能存在未全额取得发票入账风险，要求进一步核实并补缴相应的所得税”。由此
事件引起笔者关于集团公司内部资金借贷纳税筹划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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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集团公司内部资金借贷行为在大型央企普遍存在，从

税务视角来看，一些集团公司做法存在较大风险。某集团公

司 A属于大型央企，其下设 20余个子公司，其中 B子公司

属于高新企业。A集团公司日常将自有的资金、金融机构贷

款资金、资产证券化资金、保理资金等统一管理，根据下属

子公司的整体资金需求进行“大集团式”的统一分拨。

2 涉及的税务风险点分析

详细分析 A集团公司内部资金借贷的流转模式，可以

发现其资金流入、流出不清晰、不对等。分析以上涉税行为，

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以及增值税两大税种，下面从集团层面

和其子公司层面分析相应的涉税问题。

集团公司层面，由于收取了子公司利息，所得税方面，

应作为企业收入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方面，应将

利息收入作为相应的增值税应税收入。根据税务系统“以票

控税”的管理思路，应为子公司开具相应的发票，应缴纳相

应的增值税。从 A公司的业务实例来看，显然未按增值税

涉税业务缴纳增值税。

3 相关税法政策分析

针对以上经济业务实质，查阅相关税法条例，根据集

团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之间的资金借贷行为，可以筹划利用集

团内部统借统还相关增值税方面的优惠政策。一方面，可以

为集团公司实现利息收入增值税节税；另一方面，可以确保

下属子公司所得税税前成本列支依据充分，避免企业所得税

纳税调增的风险 [1]。

3.1 找准国家税务政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号）规定，统借统还业务

中，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及集团所属财务公

司按不高于支付给金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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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票面利率水平，向企业集团或者集团内下属单位收取的利

息，免征增值税。

3.2 精准把脉统借统还业务实质

统借统还资金来源方面的风险

集团公司 A，向其 3位股东借款 1000万元，承诺年利

率 5%，用于其下属子公司 B的工程急需资金周转，并向 B

收取相同利率的利息。根据税法规定，企业集团享受免税政

策的统借统还的前提是业务资金来源必须是金融机构借款

或对外发行债券。A集团的资金来源于股东，不属于统借统

还业务的免税规定。

统借资金分拨利率方面的风险

集团公司 A，以年 4%利率向银行借款 1000万元，将

1000万元分拨给下属子公司 B，向其收取 6%利率。根据税

法规定，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按不高于集团公司对外支付给金

融机构的借款利率水平或者支付的债券票面利率水平，方可

符合免税条件。上述案例明显不符合免税的条件，应全额征

收增值税。

统借统还资金流向方面的风险

A集团向银行取得两笔借款，利率分别为 5%和 6%，

A集团按综合利率 5.5%将两笔借款资金分拨给其下属子公

司 B公司和 C公司。在实际操作中，为清晰反映企业集团

为下属单位融资且无营利目的，资金来源与资金去向必须能

准确对应，因此，统借和分拨通常可以“一对一”或者“一

对多”，但不能出现“多对一”或者“多对多”。因此，

A集团按综合利率 5.5%向子公司收取的利息不能享受免税

优惠。

统借资金分拨期限方面的风险

A集团按 6%利率向银行取得借款后，以统借统还的方

式按 6%利率转贷给子公司 B公司，借款期限 2年。借款 6

个月后，A公司自有资金充裕，提前归还银行借款，2年期间，

A公司一直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根据税法规定，统借统还

的资金来源必须是外部，本例中 A集团提前还款后，其资

金来源业已由外部银行借款转换为自有资金，从资金来源条

件上看，已不满足免税优惠，因此 A集团还款后向 B公司

收取的利息，不能再继续享受免税优惠。

4 集团公司内部借贷资金业务纳税筹划

集团公司内部借贷资金业务纳税筹划，想要做好集团

公司内部借贷资金业务纳税筹划，可以从所得税和增值税两

方面考虑。所得税方面，首先，要关注 A集团公司与 B子

公司之间所得税税率差异化；必须要完善利息支出税票的合

规性。增值税方面，要分析业务实质，集团公司层面要在增

值税纳税方面筹划如何充分享受统借统还优惠政策 [2]。

4.1 所得税角度

集团公司将资金无偿借给 B子公司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B子公司作

为高新技术企业可以享受 15%所得税优惠政策。A集团公

司在向 B子公司收取利息的业务中，A集团公司所获取的

利息收入应按 25%缴纳所得税，而 B子公司按利息支出的

15%作为成本在所得税前扣除。依据相关财税 2019年 20

文规定，集团内部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可以不视同销售。

由此可见，集团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的统借统还业务，可以

采取无偿的模式。

集团公司利息收入开具增值税发票

站在集团公司角度，利息收入不属于免税收入，应缴

纳所得税；站在子公司角度，利息支出不一定能在税前扣除，

正如笔者文章开篇描述，由于集团公司未给子公司开具增值

税发票，导致子公司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需要所得税前调增事

项，很有可能需要补交税款，加收滞纳金及罚款。综上所述，

集团公司收取其子公司的利息，必须按要求开具相应的增值

税发票。

4.2 增值税角度

企业集团想要在上述业务筹划中享受统借统还的税收

优惠政策，必须从统借主体、分拨层级、内部利率、借款期

限以及借款额度等各方面做到严谨和规范；管理上还应注意

程序的正确和资料的完善，如签订统借统还协议、制作利息

分割单、登记台账等。集团公司需要将各成员企业统一规划、

通盘考虑，过程中应做到相互协同，方能实现节税的最好

效果。

重塑业务流程

①将借出资金来源合理划分

一般情况下，集团公司对子公司资金扶持来源分为内

部自有资金、金融机构借款、本企业发行债券、保理及资产

证券化等几个方面。集团公司应将金融机构借款及本企业发

行债券融资两方面的资金（称为第一类资金来源），与自有

资金以及其他外部资金（称为第二类资金来源）进行严格的

划分。

②完善内部业务流程

凡是集团公司对子公司的资金拨付，如果将其认定为

短期借款，必须用协议的形式予以规范，协议中应说明贷款

额度、利率、归还期限等。集团公司应有专人对子公司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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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来源、对外部资金的流向予以登记。对子公司的资金

分拨，最好是“一对一”“一对多”的形式，避免出现“多

对一”。

规范借款渠道、额度、利率、期限等

集团公司在对子公司分拨资金时，应根据资金来源渠

道的不同，在额度上分批次做好筹划。例如，集团公司给子

公司借款 1000万元，其中 500万元来源银行贷款，500万

元来源于应收账款保理融资，集团公司应该分别签署 2个协

议予以规范，不要混为一谈。

集团公司在对子公司分拨资金时，在额度方面也应合

理划分。例如，集团公司给子公司借款 1000万元，其中

900万元来源银行贷款，100万元来源于自有资金，集团公

司与子公司签署了 1000万元借款协议，并统一收取利息，

并向其开具了免税的增值税发票。此业务中，集团公司存在

被税务机关增值税方面纳税调增的风险，子公司存在所得税

纳税调增的风险。

加强统借统还资金管理

集团公司应逐步完善全面预算管理，将统借统还资金

纳入其中。年初，全面收集、分析其子公司年度借款资金的

需求，分析资金来源渠道，大致筹划统借统还额度、期限等。

过程中，建议通过到期提醒、强制划拨等措施，确保子公司

可以按时还款 [3]。

5 结语

企业如何能够充分享受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需要企

业的财务人员熟练掌握税法精髓与实质，在处理企业经济业

务上精细筹划，方能实现合法节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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