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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合同必备财税法律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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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函[2009]312号《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前

扣除问题的批复》

关于企业由于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扣除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企业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未缴足其

应缴资本额的，该企业对外借款所发生的利息，相当于投资者实缴资本额与在规定

期限内应缴资本额的差额应计付的利息，其不属于企业合理的支出，应由企业投资

者负担，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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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计算不得扣除的利息，应以企业一个年度内每一账面实收资本与借款余额保
持不变的期间作为一个计算期，每一计算期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按该期间借款
利息发生额乘以该期间企业未缴足的注册资本占借款总额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企业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该期间借款利息额×该期间未缴足注册资
本额÷该期间借款额
企业一个年度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总额为该年度内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
利息额之和

企业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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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成立于 2018年2月2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居民企业股东A公司

持股比例100%，公司章程规定，注册资本应于2018年3月31日前缴足。

假设：2018年3月1日实收资本为500万元，4月1日增至700万元，7月1日

增至800万元，2019年1月1日增至1000万元；

同时，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向银行借款400万元，7月1日归还银行借款

200万元，9月1日向A公司借款500万元，12月31日借款余额为700万元（假

设贷款年利率均为5%，利息按月计算，全部为非资本化支出）。

企业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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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案例，不得扣除利息计算期为4月1日至6月30日，7月1日至8月31日，9
月1日至12月31日。

表1：甲公司借款余额变动表                              单位：万元

借款日期 借款金额 借款利率 借款期限 借款余额

2018年3月01日 400 5% 2年 400

2018年6月30日 0 400

2018年7月01日 -200 5% 2年 200

2018年8月31日 0 200

2018年9月01日 500 5% 1年 700

2018年12月31日 0 700

企业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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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不得扣除利息计算期                             单位：万元

不得扣除利息计算期 实收资本 未缴足资本 不得扣除利息

2018年3月1日-3月31日 500 500 0

2018年4月1日-6月30日 700 300 400*5%/12*3*300/400=3.75

2018年7月1日-8月31日 800 200 200*5%/12*2*200/200=1.67

2018年9月1日-12月31日 800 200 700*5%/12*4*200/700=3.33

  

综上分析来看，甲公司2018年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总额为8.75万元（3.75+1.67+3.33）

企业注册资本未实缴到位相关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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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
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十一条　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
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
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
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借款利率超出法定保护标准是否可以在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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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

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借款合同常见6种无效情形



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PART  02

12

 
借款合同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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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向老板借款PK老板注资之财税筹划

二

三             借款合同转为购销合同或者预付款项之财税筹划

四          企业欠股东借款，确实无力支付，注销时如何不征税

五
 
                   股东从企业借款如何能履行正常注销手续

                       以老板名义向银行借款给企业经营用

借款合同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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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王总和几个朋友打算成立一技术服务公司A(股东全为个人）,前期专业设备投入
2200万元，办公场所投入1500万元，其他投入500万元共计4200万元，股东应如何出资，
才能使股东整体税负最低？（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公司投入运营后每年实现利润总额240.5
万元。）

一.假设以42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如何纳税？
（1）公司实现利润240.5万元，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假设不考虑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

优惠政策）
应纳企业所得税=240.5×25%=60.125(万元）~60.13(万元）
净利润=240.5-60.13=180.37(万元）

（2）股东对企业实现的净利润进行红利分配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应纳个人所得税=180.37×20%=36.074(万元）≥36.07(万元）
税后红利=180.37-36.07=144.3(万元）

企业向老板借款PK老板注资之财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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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设以5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注册资本以外的投入为3700万元，以企业借款列
支，如何缴税？
（1）公司向股东借款，单位应该给股东开借款收据，根据收据入账（单位：万元）。
     借：银行存款4200 
     贷：实收资本  500
     其他应付款——××股东3700

 
（2）借款有利息，要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协议（合同）中写明借款年利率，到
期时，按协议中约定的借款利率计算利息。

企业向老板借款PK老板注资之财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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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个人支付利息（假设年利率6.5%),要代扣代缴3%的增值税(实际中更多的是
3%)及附加，代扣代缴20%的个人所得税。
  年利息=3700×6.5%=240.5(万元）
  增值税=240.5/(1+3%)×3%=7(万元）
  附加税=7×12%=0.84(万元）
  个人所得税=240.5/(1+3%)×20%=46.7(万元）
  共计应缴纳税金=7+0.84+46.7=54.54(万元）
  税后利息收入=240.5-54.54=185.96(万元）

企业向老板借款PK老板注资之财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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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个人股东向银行借款给企业使用，那么此时企业支付给银行的利息能否税
前扣除？如何修订合同以能够进行税前列支？

问题：

解决：

1、转借？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2、股东担保企业贷款？

1、企业与银行之间
没有直接联系；
2、企业无法取得利
息发票。

分析：

以老板名义向银行借款给企业经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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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甲企业借给乙企业500万元，年利率8%，

（1）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3年，每年末支付利息，到期还本；

（2）合同约定三年后一次还本付息

借款合同转为购销合同或者预付款项之财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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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
第六条第（九）项所称其他收入，是指企业取得的除企业所
得税法第六条第（一项至第（八）项规定的收入外的其他收
入，包括企业资产溢余收入、逾期未退包装物押金收入、确
实无法偿付的应付款项、已作坏账损失处理后又收回的应收
款项、债务重组收入、补贴收入、违约金收入、汇兑收益等。

案例：企业欠股东1000万元已经3年未归还，现在企业打算注
销，注销时如何不征税？

企业欠股东借款，确实无力支付，注销时如何不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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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股东欠企业1000万元已经3年未归还，现在企业打算
注销，注销时如何不征税？

股东从企业借款如何能履行正常注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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