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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融资租赁业“营改增”税收政策

我国现行营业税法中对融资租赁企业按差额的 5%征收
营业税，融资租赁应纳税额=（租赁收入-利息支出）伊5豫。财
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

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
111号）规定，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按照国家有关营业税政
策规定差额征收营业税的，允许其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扣除支付给非试点纳税人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允许

扣除价款的项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营业税差额征税政策规

定。即“营改增”后融资租赁行业仍旧延用之前差额征收营业

税的方法，将租息收入扣除借款利息支出作为应纳税销售额，

计算缴纳增值税。

二、“即征即退”计算的不同对出租人税负的影响

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政策，从表面上看似乎能将融资租赁企业出租人（指具有资质

的一般纳税人，下同）的增值税税负降到 3%左右，但试点中的
许多出租人却反映税负增加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对“三税”实行“即征即退”办法的，除另有规定外，

对随“三税”附征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一律不予退还。城建

税税率为 7%，教育费附加为 5%，按营业税征收的附加税率为
0.6%［5%伊（7%+5%）］，按增值税征收的附加税率为 2.04%［17%
伊（7%+5%）］，附加税率提高了 2.4倍。
其次，在计算增值税实际税负时，在分母的确定上，按照

规定，该分母不仅包括租赁利息收入，还包括租赁本金。由于

融资租赁企业设备的价值一般很高，增值税实际税负很难超

过 3%，除非利率水平或者获利水平非常高。然而在实际操作
中，各试点地区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计算中的分母的认定并不

统一。

例：2013年 3月，出租人甲按照承租人乙的要求购入一台
设备，价款 117万元（其中增值税 17万元），出租人甲全部款
项从银行借入，一年后还清，贷款利率为 6%（假设能取得合法
凭证）。合同约定租期为 1年，假设承租人乙一年后需要向甲
支付 150万元，并假设扩围前后承租人支付的租金总额相等。
下面计算比较“营改增”前后出租人的税负变化：

1.“营改增”前出租人甲流转环节应纳税费和税负。应纳
营业税越（150-117-117伊6%）伊5%越1.299（万元），应纳城建税

和教育费附加越1.299伊（7%+5%）越0.156（万元），流转环节缴纳
的税费共计越1.299垣0.156越1.455（万元），实际税负越1.455/
（150-117-117伊6%）伊100%越5.6%。

2.“营改增”后按不同的即征即退算法的出租人甲流转
环节应纳税费和税负。

（1）按息差计算分母。应纳增值税越（150-117-117伊6%）伊
17%越4.417（万元），应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越4.417伊（7%+
5%）越0.53（万元），增值税实际税负越4.417/（150-117-117伊
6%）伊100%越17%，即征即退的增值税越4.417伊（17%-3%）/17%
越3.638（万元），实际缴纳增值税越4.417-3.638越0.779（万元），
流转环节缴纳的税费合计越0.779垣0.53越1.309（万元），实际税
负越1.309/（150-117-117伊6%）伊100%越5.04%。
按息差计算分母时，出租人可以享受到“即征即退”政策，

实际税负为 5.04%，比征收营业税时的税负 5.6%低。
（2）按租金收入计算分母。应纳增值税和附加税同（1）的

计算。增值税实际税负越4.417/（150-117）伊100%越13.38%，即
征即退的增值税越4.417伊（13.38%-3%）/13.38%越3.427（万
元），实际缴纳增值税越4.417-3.427越0.99（万元），流转环节缴
纳的税费合计越0.99垣0.53越1.52（万元），实际税负越1.52/
（150-117-117伊6%）伊100%越5.85% 。

按租金收入计算分母时，出租人也可以享受到“即征即退”

政策，实际税负为 5.85%，稍高于征收营业税时的税负 5.6%。
（3）按租赁本金加上利息收入计算分母。应纳增值税和附

加税同（1）的计算。增值税实际税负越4.417/（117垣150-117）伊
100%越2.94%，增值税实际税负小于 3%，不享受即征即退的政
策。流转环节缴纳的税费合计越4.417垣0.53越4.947（万元），实
际税负越4.947/（150-117-117伊6%）伊100%越19.04%。

按租赁本金加上利息收入计算分母时，出租人未享受“即征

即退”政策，实际税负 19.04%远高于征收营业税时的税负 5.6%。
三、结论及建议

“即征即退”计算中分母的确定对出租人税负的影响很

大。当企业能享受到退税政策时，出租人的税负会降低或小幅

增高；但出租人享受不到退税政策时，由于征收的税率由 5%
变为 17%，出租人的税负一定会比征收营业税时高。从降低企
业税负角度考虑，在“即征即退”的分母确定时，应考虑税负的

变化，建议以息差作为分母。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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