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象山区有限合伙持股平台纳税退税额度

产品名称 宁波象山区有限合伙持股平台纳税退税额度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市场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田厦国际中心A座1804

联系电话 18033423281 18033423281

产品详情

2006年我国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建立了有限合伙制度。该制度结合了公司

和普通合伙两种企业制度的优点，因其优越性，深受投资人的青睐。有限合伙企业被广泛应用于投资持

股，如有限合伙基金、员工股权激励等等。

但因合伙企业税制仍不完善，实务中通过有限合伙持股仍然存在诸多税务难点和争议点。纳税人选择通

过有限合伙进行对外投资时，应考虑相关的税务影响。其中有关有限合伙基金的税制存在较多细节，限

于篇幅我们将另文讨论。

一、有限合伙企业税制概述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是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的合伙企业，其中普通合

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16号）规定，自2000年1

月1日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停止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

的生产、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财税〔2000〕91号），规定了合伙企

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8]159号）再次对“先分后税”原则的细节进行明确。即：合伙企业实现的所得，无论利润分配与

否，均按照合伙比例计算各合伙人的应税所得。其中，自然人合伙人根据所得的性质分别适用“利息、

股息、红利所得”和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法人合伙人则缴纳企业所得税。

2021年12月30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权益性投资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1号）（以下称“41号公告”）中还规定，个独合伙企业负有主动如实向

税务机关报送持有权益性投资的义务。



二、有限合伙为何广受投资人青睐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有限合伙这种组织形式之

所以深受投资人青睐，是因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持股具有如下优势：

选择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LP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便于保障GP的控制

权。比如员工持股平台，一般由创始人担任GP，被激励的员工则作为LP进入持股平台，如此能够充分保

障创始人对公司的控制权。

LP仅履行出资义务即可，且承担有限责任，便于有限合伙企业募集资金。

除此之外，根据《合伙企业法》和《企业所得税法》，合伙企业属于税收透明体，在合伙企业这个层面

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经营收益直接由合伙人缴纳一次所得税即可。对税负的考量，也是人们选择有限合

伙持股的重要因素。

三、有限合伙持股，税务难点有几何？

1、核定征收被取消后，有限合伙企业即便注销，合伙人依然存在被要求补税的风险



根据41号公告的规定，持有股权、股票、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等权益性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一律适用查账征收方式计征个人所得税。其实早在此前，北京、上海、江西、山东等多地已陆续取消核

定征收。

其中，上海市税局去年宣布：从2021年8月1日开始，上海一般纳税人个独/合伙企业所得税征收方式由核

定征收全部改为查账征收。我们知道，一年度内不能有二种征收方式，所以查账征收会从2021年1月1日

开始，这意味着相关企业可能会面临被要求补税。随着政策颁布，大量核定征收的有限合伙企业排队注

销。

那么合伙企业注销以后，税务机关是否还能向相关的合伙人追缴税款呢？有限合伙本身属于所得税的税

收透明体，不涉及缴纳所得税，而是由每个合伙人按规定缴纳。因此，即使合伙企业被注销，如果存在

税收违法行为或少缴税款的行人，合伙人依然存在被追缴税款的风险，并且普通合伙人原本就承担连带

责任。

2、有限合伙企业转让股权所得定性有争议

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转让股权所得如何纳税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41号公告发布后，各地税务机关陆



续开展对存在股权转让行为的有限合伙企业的税务检查，要求投资者按照生产经营所得5%—35%缴纳税

款（选择单一核算的基金除外）。然而，自然人直接投资情形下的财产转让适用20%的个人所得税率，

而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投资适用5%—35%的累进税率，在税制上仍存在一定争议。

我们认为，对于自然人LP取得的所得性质的界定，不应该由于税收透明体的存在而导致性质发生改变，

此类规定既不符合税制原理，又违税收中性原则。针对股权转让的税收应回到税收中性原则，对其税收

安排不应扭曲投资者和管理人的正常投资行为，保护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不同组织形式的灵活性，为金融

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繁荣稳定夯实制度基础。

3、份额转让后的成本核算有争议，容易造成经济性双重征税

我国对合伙企业层面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是穿透到合伙人层面征收所得税，自然人合伙人缴纳个人所

得税，法人合伙人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这种征税原则下，就会出现合伙税基确认的问题。

例：自然人甲、乙分别以50万人民币现金出资设立合伙企业A（各持有A 50%的份额），A再以100万

人民币现金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B。当年年末，公司B股权公允价值为500万元。

当年5月，自然人乙向自然人丙转让A的份额，转让对价为300万元。据此乙确认财产转让所得250万元（3

00万-50万），应纳税额为250*20%=50万元。



当年年末，A处置公司B股权，取得500万元转让收入，此时若仅按照A持有公司B股权的投资成本作为可

以扣除的计税基础，丙应按照5%-35%的税率就（500万-100万）*50%=200万元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可以看出，5月乙向丙转让A的份额时，转让对价已经将公司B的股权公允价值考虑在内，且由乙就此缴

纳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若丙在年末股权价值增值实际实现时又按“经营所得”缴纳个税，就造成了

经济性重复征税。

合伙企业作为税收透明体，合伙人转让合伙企业份额和通过合伙企业转让资产，应当保持一致的税务处

理和实际税负，但现行税法并未对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后的成本核算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争议

重重。

4、合伙企业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需缴纳增值税，成本偏高

根据税法规定，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除限售股外）取得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从公开发行和

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股票，



还可以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

但若自然人使用有限合伙企业持股，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时不仅要面对可能高达35%的个税，通常因为溢

价，还需要按照“金融商品转让”缴纳增值税，税率高为6%，再加上增值税附加等税负，溢价部分的税

负率可能超过40%。

0 VS 40%，自然人到底该如何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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