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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自然人合伙人溢价转让合伙企业份额为例，分析其因“先分后税”原则与财产转让计税规则不衔

接导致的经济性双重征税问题：同一笔利润既作为经营所得征税，又通过份额增值按财产转让所得重复

计税。本文提出利润分配前置、法人企业承接份额等筹划方案以降低税负，并建议政策层面明确已税利

润调整转让计税基础、统一税目适用标准等优化路径，以解决穿透式纳税与现行税制的矛盾，促进税收

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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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case of a natural person partner transferring partnership shares at a premium 
and analyzes the issue of economic double taxation caused by the lack of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in-
ciple of “distribution first, taxation later” and the tax calculation rules for property transfers. Specifically, 
the same profit is taxed as business income and is also taxed repeatedly as income from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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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ers according to the share apprecia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s planning solutions such as advanc-
ing profit distribution and having corporate enterprises undertake shares to reduce the tax burden. 
Additionally, it suggests optimization paths at the policy level,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tax basis for trans-
ferred shares in relation to already taxed profits and unifying the standa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ax 
items. These measures aim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netrative taxation and the current 
tax system and promote the unification of tax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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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合伙企业作为“先分后税”的纳税主体，灵活性较高，在股权架构设计、员工持股平台搭建等领域

被广泛应用。然而，由于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税负也具有穿透性，其税务处理规则长期存在争议

[1] [2]。其中，自然人合伙人转让财产份额与经营所得的重复征税问题，成为实务中的痛点。合伙企业自

身不纳税，其自然人合伙人需就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当合伙企业涉及股权转让、利润分配时，

因政策执行口径差异，可能引发同一利润的多次征税。无论从企业角度还是从税务管理角度，这个问题

都值得关注。从企业角度探讨争议根源，并提出优化建议，意义尤其重要。 

2. 典型场景及涉税分析 

2.1. 案例背景 

合伙企业 A，注册资金 100 万元，已实缴。 
2023 年，该合伙企业盈利 200 万元，但未分配，期末所有者权益为 300 万元。 
2024 年，合伙企业 A 的自然人 LP 甲持股 20%，甲将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按 300 万元估值 × 份额

占比 20% = 60 万元转让给自然人乙。 
2025 年，该合伙企业分配 200 万元利润，返还 100 万元本金后解散。 

2.2. 甲(转让方)的涉税事项 

经营所得个税：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

“先分后税”的原则。即无论合伙企业当年是否做出利润分配决议，各合伙人都应当以合伙企业的生产

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应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对于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无论是自然人还是

法人和其他组织，都遵循“先分后税”原则计算缴纳所得税，再根据合伙人身份，分别缴纳个人所得税

或企业所得税[3]。 
2023 年合伙企业盈利 200 万元，未分配，但根据“先分后税”原则，无论是否分配，甲需按 20%份

额计算出 40 万元并入其 2023 年经营所得，适用 5%~35%税率申报个人所得税(暂不考虑按单一投资基金

核算的创投企业)。 
财产转让所得个税：财产转让过程中，转让方因资产增值获得了经济利益，根据量能课税理念，只

要增加了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就应纳入税基，确保个人所得税全面覆盖各单位收入来源，体现了税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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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性，起到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功能。财产转让所得的计税基础是纳税人实现的真实的经济收益，

即对净收益征税，允许扣除财产购置的成本，仅对增值部分征税。 
甲在 2024 年将 20%的合伙企业份额以 60 万元转让给乙，需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甲实缴出资额为 20 万元(100 万 × 20%)，转让收入 60 万元，应纳税所得额 = 60 万 − 20 万 = 40 万元。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属于“财产转让所得”，适用 20%税率。应纳

税额为 40 万 × 20% = 8 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若甲在 2023 年已就未分配利润缴税，则转让份额时无需重复计税；若未缴税，需补

缴经营所得个税。 

2.3. 乙(受让方)的涉税事项 

合伙企业 2025 年分配 200 万利润，乙作为新合伙人(持有 20%份额)分得 40 万元(200 万 × 20%)。但

由于该利润属于合伙企业 2023 年已完税的经营所得，根据《财税[2008] 159 号》文件的规定，合伙企业

利润仅在实现年度征税，在分配环节不再重复征税。 
合伙企业解散，返还乙 100 万本金(对应实缴出资)，属于资本回收，不涉及所得税缴纳问题。 

2.4. 是否涉及双重征税的探讨 

根据“先分后税”原则，2023 年，合伙企业当年实现的利润已通过经营所得申报缴税，但该利润导

致合伙企业净资产增加(所有者权益从 100 万元增至 300 万元)，间接抬升了份额的公允价值(转让估值 300
万元)。 

甲在 2023 年已就利润缴税，但在 2024 年转让份额时，转让合伙企业份额的计税基础仅包括实际出

资额(20 万元)，不包含合伙企业留存收益(200 万元利润)对应的份额增值部分(40 万元)，这部分已税利润

无法调整股权转让的计税基础，不能作为股权转让收入可以抵减的成本项，导致同一利润被两次征税： 
第一次：2023 年经营所得(40 万元，按 5%~35%税率)； 
第二次：2024 年财产转让所得(40 万元，按 20%税率)。 
从形式上来看，两次纳税虽然属于同一主体，但归属于不同期间，且分别归属于个人所得税中的不

同税目，经营所得“先分后税”是按应纳税所得额来分配计税，而财产转让所得是按转让财产的收入扣

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税，不形成双重征税。但从实质上看，两次个税的计税基础均为 2023
年合伙企业实现的利润，由于现行税法未允许将已税未分配利润调整份额转让的计税基础，在合伙企业

财产份额转让中，若按财产转让所得计税，可能因对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的认定问题，与“先分后税”

下的计税依据产生差异。合伙企业的留存收益即使未实际分配给合伙人，也已完税。当合伙人转让其财

产份额时，这部分已完税的留存收益可能会被再次计入转让所得，导致重复征税。因此，本案例中，同

一笔利润通过不同的形式被两次征税，存在经济性双重征税，但在现行税收政策下，甲仍需就两个事项

分别纳税。 
将上述案例稍作调整，探讨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形。 
合伙企业在 2024 年才实现 200 万元利润，甲在 2024 年份额转让时已按 100 万元本金 + 200 万元收

益调整了估值，份额退出前未申报经营所得个税，乙在 2024 年承接份额成为新合伙人后，申报了当年经

营所得个税。 
在此情形下，甲乙双方涉税事项稍有变化： 
首先，甲未承担 2024 年的合伙企业经营所得个税，财产转让所得个税 8 万元不发生变化，仍需要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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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乙在 2024 年已就 40 万元利润按“经营所得”缴税，2025 年实际分配属于已税利润的划转，

无需重复缴税。 
最后，讨论下双重征税问题分析： 
对甲而言，甲转让份额的公允价值(60 万元)中包含了合伙企业 2024 年 200 万元利润对应的权益增值

(40 万元)。但该 200 万元利润在 2024 年已由乙(而非甲)申报缴纳经营所得个税，甲并未直接承担该税负。

甲不涉及双重征税问题。 
对乙而言，2024 年的转让对价中，已经包含了合伙企业已实现利润，合伙企业分配这部分利润，对

乙的经济实质是收回其投资成本，而非分配收益。乙并非这部分利润的实现方，却需对合伙企业利润全

额缴税，即使该利润已被甲通过转让溢价间接“变现”。 
综合而言，尽管税法未将甲乙的税负视为重复征税，但从经济效果看，依然是同一笔利润(2024 年合

伙企业实现的收益 200 万元)通过两种方式被征税：一次通过甲转让份额的“财产转让所得”征收；另一

次通过乙申报的“经营所得”征收。这种双重征税的根源在于，在溢价转让合伙企业份额的过程中，合

伙企业利润既导致权益增值，又作为经营所得。现行税法未允许就已税的未分配利润调整股权转让所

得的计税基础，导致这笔利润以两种不同形式被征税，既在股权转让所得中被计税，又在经营所得中被

计税。 

3. 企业税收筹划及实操建议 

面对自然人溢价转让合伙企业份额时可能出现的经济性双重征税问题，以及“财产转让所得”与“经

营所得”税目在合伙企业实操中带来的税务处理复杂性，合理的税收筹划成为降低税负、规避风险的关

键。通过科学设计交易架构与税务安排，既能确保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又能实现税收成本的有效

控制。以下从实操角度出发，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税收筹划策略及实施要点。 

3.1. 利润分配前置 

利润分配前置策略的核心逻辑在于利用合伙企业“先分后税”的税收特性，通过提前分配未分配的

利润，降低合伙人转让份额时的溢价空间，从而减少财产转让所得环节的个人所得税税负，避免同一利

润的经济性双重征税。如在上述案例中，甲计划于 2024 年转让其持有的 20%份额，可以在合伙企业份额

转让前提议合伙企业分配利润，甲需要按照经营所得缴纳个税。 
完成利润分配后，合伙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将从 300 万元降至 100 万元，直接导致份额转让时的估值

基础降低。此时，甲转让份额的计税基础将基于 100 万元的净资产进行计算，相较于未分配利润时的 300
万元估值，转让溢价显著减少，从而有效降低了财产转让所得环节的应纳税额。 

3.2. 设立公司承接合伙企业份额 

基于合伙企业税制特性与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协同应用，设立公司承接合伙企业份额可有效化解自然

人溢价转让中的双重征税问题。该筹划方案的核心在于利用法人合伙人的税收属性，通过投资收益确认

与股权投资损失税前扣除的机制，实现税负平衡。在上述案例中，2024 年合伙企业实现经营所得 200 万

元，如甲在 2024 年转让前未申报缴纳经营所得个税，乙通过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丙受让甲转让的合伙

企业份额，承接对价仍为 60 万元。2024 年，合伙企业实现的经营所得 200 万元按“先分后税”原则分配

至各合伙人，丙作为法人合伙人确认 40 万元投资收益，该投资收益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若丙公司

无税收优惠政策适用，需按 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10 万元(40 万元 × 25%)；若丙公司存在以前年度可

弥补亏损，则可先进行亏损弥补，再计算应纳税额。2025 年合伙企业解散，丙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 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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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已经在 2024 年缴税，无须重复申报，退出成本 20 万元和股权投资成本 60 万元的差额形成投资损失，

该损失不同于法人合伙人分得的合伙企业经营亏损，可在所得税税前扣除或形成未来期间可弥补亏损。 
对于公司丙来说，2024 年和 2025 年累计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 经营所得投资收益 40 万元 − 股权投

资损失 40 万元 = 0 元。在由公司丙受让份额的方式下，由于股权投资损失可税前扣除，抵消了合伙企业

利润在股权溢价和经营所得中被双重征税的纳税影响。 

3.3. 股权代持 

股权代持作为特殊的交易架构设计，在合伙企业份额转让筹划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其法律效

力与税务处理存在高度复杂性。股权代持协议的合法有效性需同时满足行为人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

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三个要件。在实践中，若代持目的是规

避法律强制性规定(如规避公务员禁止经商规定、外资准入限制等)，该协议可能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无效，

进而导致筹划目的落空。在本案例中，甲和乙可通过签订股权代持协议方式，约定由甲为乙代持合伙企

业份额。在代持有效的前提下，甲将税后股息红利转付乙时，乙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代持行为涉税

与法律风险并存，代持协议效力认定可能有争议，显名股东违约风险高，各地方税务局对代持行为认定

也不同，可能存在依据实质课税原则，直接认定乙为纳税人并追征税款等相关风险。 
鉴于合伙企业份额转让涉及经营所得与财产转让所得双重课税、税收政策执行口径地域差异等复杂

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份额转让双方在转让方案确定前做好税收筹划，同时，积极与属地税务部

门开展纳税政策预沟通[4]。在交易合同管理层面，建议在转让协议中明确合伙企业未分配利润的归属时

点及计税方式，避免后续争议。在税务凭证管理方面，需确保合伙企业和合伙人留存完税凭证，证明未

分配利润已完税，避免因凭证缺失导致的重复征税风险。 

4. 法规完善建议 

从政府角度看，推动财税主管部门完善财税法规，提升法制质量，减少与企业之间的税务征缴纠纷，

也是一项必要、紧迫的工作。 

4.1. 明确计税基础调整规则 

当前合伙企业份额转让计税基础规则的模糊性，是导致案例中出现经济性双重征税的核心症结。根

据《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对“财产转让所得”的界定，其计税依据为转让收入减除财产原值及合理

费用后的余额，但现行法规未明确合伙企业已税未分配利润能否计入财产原值。建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等管理部门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允许合伙企业份额转让方在计算财产转让所得时，将合伙企业已税

未分配利润中归属于自身份额的部分，从转让收入中扣除。例如，若合伙企业某年度经营所得已按“先

分后税”原则完成纳税，后续份额转让时，转让方计税基础应对其已纳税的利润份额做调整，从而避免

该部分利润在财产转让环节被再次计税。 
明确合伙企业份额转让计税基础调整规则，具有多维度的积极意义：不仅能从根源上化解经济性双

重征税矛盾，显著降低合伙人交易成本；还能优化税收生态，激发资本活力，推动市场资源高效配置；

更重要的是填补了税收政策空白，完善了合伙企业税制体系，增强了税收制度的规范性与合理性。 
然而，政策落地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税收征管复杂度大幅提升，税务机关需强化对合

伙企业财务核算、利润分配全流程的监管，精准核查已税未分配利润数据，这对征管能力专业化及信息

化建设提出更高标准；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政策套利风险，部分纳税人可能通过虚构利润、虚假申报

等手段实施不合理避税，需要构建严密的风险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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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统一政策执行口径 

本文案例中的“财产转让所得”与“经营所得”税目适用的争议，根源在于国内现行税收政策缺乏

统一的判定标准，导致各地税务机关执法口径不一。部分地区将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全额认定为“财产转

让所得”，适用 20%比例税率；而另一些地区则将其拆分为经营所得与财产增值所得，分别适用 5%~35%
的超额累进税率与 20%的税率，这种差异严重影响了税收公平与市场秩序。针对“财产转让所得”与“经

营所得”的适用争议，建议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全国性解释文件，终结地方税务局的执行差异。

例如，明确以合伙企业份额转让的经济实质作为判定税目的核心依据，明确界定不同情形下税目的适用

标准，规范纳税人的申报和操作流程，明确税务机关的审核要点，加强税收政策的宣传与培训，建立争

议处理机制并动态完善后续管理等[5]。 

4.3. 试点利润分配与转让联动机制 

为破解合伙企业利润分配与份额转让的税负失衡问题，建议借鉴企业所得税亏损结转政策，在部分

地区开展利润分配与转让联动机制试点。具体而言，若合伙人存在份额转让计划，允许合伙企业在进行

利润分配时，将已分配利润与转让环节的税负进行联动计算。例如，对在转让份额前完成利润分配并缴

纳经营所得个税的合伙人，其转让所得计税基础可相应调增；反之，若在转让后分配利润，则需对转让

所得进行追溯调整，确保同一笔利润仅在一个环节承担税负。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政策模式，为全国范围内优化合伙企业税制提供实践依据。此外，试点模式也为政策的过渡衔接

争取了时间：一方面，允许税务机关在有限范围内对新政策进行压力测试，针对计税基础核算、申报流

程衔接等复杂环节，通过试点运行及时发现征管漏洞，完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给予市场主体适应政

策调整的缓冲期，企业可结合试点地区的实践案例，提前调整财务核算与税务筹划策略，降低因政策突

变带来的合规成本。 
合伙企业税制争议本质上反映了穿透式纳税主体与现行税法体系的制度性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需坚

持税收法定、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消除重复征税，同时加强税收监管与服务，

引导企业合理利用政策空间开展合规筹划。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深入发展与税收法治建设的推进，构建

科学、统一、透明的合伙企业税制体系，将是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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