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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托公司信托融资业务

开具发票的若干问题

陈 涵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广州 510045）

【摘要】融资人向信托公司支付融资费用需要取得发票以作为抵扣所得税的财务凭证，而信托税制的不完善使得信托

公司在开具发票时面临无法可依的问题。信托公司如何在信托融资中合理地针对收取的融资费用开具发票，如何避免由于

营业税及附加税的承担主体不明确而引发未来或有税费风险等问题，本文根据实际情况谈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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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托融资中，融资人向信托公司支付融资费用，需要

取得发票以作为抵扣所得税的财务凭证，而信托税制的不完

善使得信托公司在开具发票时面临无法可依的问题。如果信

托项目成立时信托公司并未与融资人约定好营业税及附加

税的承担主体问题，则该税负很可能由信托公司承担，而信

托公司可能由于收取的信托报酬低于营业税及附加等税而

导致信托项目“入不敷出”。那么信托公司如何在信托融资中

合理地针对收取的融资费用开具发票，避免由于营业税及附

加税的承担主体不明确而引发未来或有税费风险等问题，笔

者将根据实际体会谈些看法。

一、信托融资业务营业税及附加纳税主体的认定

我国税收遵循“以票控税”的原则，即开具发票的主体必

须缴纳营业税及附加（本文不考虑合同印花税）。目前营业税

及附加涉及的税种、费用、税费率及计算方法如下：营业税=

营业收入（对于信托项目来说，系指“信托公司收取的融资费

用”）×5%；城市维护建设税=营业税×7%；教育费附加=营业

税×3%；地方教育附加=营业税×2%；堤围防护费=营业收入×

0.1%（以国内各地实际费率约定为准，0.1%的堤围防护费率为

目前广东省适用的费率，从 2011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以上

营业税及附加的税负合计为营业收入的5.7%。

1. 从信托融资业务的本质来看，营业税及附加税的纳税

主体应为信托受益人。融资人向信托公司缴纳融资费用，由

于营业税是价内税，因此该融资费用是含税的。信托公司扣

除营业税及附加后，将剩余金额全部支付给信托受益人，最

后再由信托受益人向相关各方支付信托费用，从而完成信托

项目分配的全过程。但在目前的实际操作中，为了操作的便

利性，信托公司在收取融资人交付的融资费用时直接扣除信

托费用后再支付给信托受益人。

综上所述，营业税及附加税实际应由信托受益人进行缴

纳，那么是否由信托公司进行代扣代缴呢？笔者认为信托融

资的代扣代缴义务应该参照以下文件规定执行：原《营业税

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委托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以受托发

放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扣缴义务人。现行《营业税暂行条例》第

十一条关于营业税扣缴义务人的规定不再将金融机构作为

委托发放贷款扣缴义务人。同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公布废

止的营业税规范性文件目录的通知》（国税发［2009］29号）全

部废止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银行委托贷款业务代扣代缴营

业税问题的函》（国税函［1997］74号）的规定，同时也废止了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贷款业务征收营业税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2］13号）中第二条的规定。以上废止文件内容为关于

扣缴义务人与扣缴义务时间的相关规定。

由以上规定可见，在信托融资中，信托公司不具有法定

扣缴义务，信托融资费用应缴纳的营业税及附加税应由信托

受益人自行申报缴纳。因此信托融资中，营业税及附加税的

纳税主体应为信托受益人。信托受益人应主动向当地税务局

申报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并向融资人开具发票。

但这在实际操作中不具备可行性。因为信托项目多为集

合资金信托，而信托受益人大多数为个人投资者，开具发票

需要个人投资者亲赴当地税务局进行营业税及附加税的缴

纳申报后才能办理，而个人投资者工作时间难以协调，加之

各地税务机关对开具发票的规定也不同等影响，很难完全做

到合乎要求。因此“由信托受益人自行向当地税务局申报缴

纳营业税及附加税，并向融资人开具发票”在现实中不具有

操作可行性。而若由信托公司协助信托受益人进行办理，则

大大增加了信托项目操作的难度。

2. 目前在信托项目的实际操作中，营业税及附加税的纳

税主体为信托公司。从狭义的纳税主体概念来看，纳税主体

仅指纳税人，即是依照税法规定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个人或

者法人组织，范围仅局限于“直接履行纳税义务的主体”。鉴

于融资人直接向信托公司缴纳融资费用，从操作方便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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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信托项目的实际操作中，信托公司往往承担营业税及

附加税的纳税主体，即信托公司将该收取的融资费用纳入自

营业务中合并进行营业税及附加税的缴纳，并同时为融资人

开具收取融资费用的发票。

二、开具发票时营业税及附加税承担主体的认定

信托融资涉及的当事人包括：信托受益人、信托公司、融

资人。营业税及附加税的承担主体也必为上述三方中的一

方。由于信托公司目前并无代扣代缴营业税及附加税的法定

义务，在目前信托融资的实际操作中存在以下两种做法：

1. 如果融资人明确需要就缴纳的融资费用开具发票，则

信托公司与融资人协商确定的融资费用即为“含税的融资费

用”，信托公司在收取融资费用后就会为信托受益人代扣代

缴营业税及附加税，并向融资人开具发票。

2. 如果融资人不要求开具发票，信托公司与融资人协商

确定的融资费用即为“不含税的融资费用”（该做法与“营业

税属于价内税”的税法原理有所违背），在分配信托收益时信

托公司也就不会为信托受益人代扣代缴营业税及附加税，信

托公司在收取融资费用后直接作为信托收益和信托费用全

部分配，即：融资费用=信托收益+信托费用。信托收益向信托

受益人进行分配，信托费用向信托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进

行分配，没有剩余资金用于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而未考虑

代扣代缴营业税及附加税的结果会导致融资费用全部分配

完毕后，即在信托期间甚至信托项目结束后，如果融资人提

出开具发票的需求时，信托公司若满足该要求则需要自身承

担营业税及附加税。信托公司在信托项目中的收入为信托报

酬（在信托项目中体现为“信托管理费”），信托报酬一般为信

托资金的0.3% ~ 2%，目前营业税及附加税合计为营业收入的

5.7%，信托公司可能会由于收取的信托报酬低于营业税及附

加等税负而导致信托项目“入不敷出”。

综上所述，虽然从信托融资业务的本质上看，营业税及

附加税的纳税主体为信托受益人，但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实际

操作中，营业税及附加税的实际承担主体主要为融资人。但

如果在信托融资时未予以明确，则很可能由信托公司作为营

业税及附加税的承担主体。为避免未来产生的法律纠纷，一

般在信托融资前由信托公司和融资人对营业税及附加税的

承担主体进行协商确定。

三、如何避免因税负承担主体不明确而产生的纠纷

由于开具发票时营业税及附加税的承担主体不明确，导

致存在由信托公司承担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的或有税费风险。

为了明确营业税及附加税的承担主体问题，笔者认为在实际

操作中应该在合同文本中予以明确。

1. 按照“营业税属于价内税”的税法原理，信托公司应该

在信托融资前与融资人约定融资费用中已经包含营业税及

附加税，并在信托融资合同文本中予以明确，在每次收取融

资费用时为融资人开具发票，避免未来或有的税费风险。

2. 如果融资人在确定信托融资时没有明确是否要开具

发票，信托公司必须在信托融资合同文本中体现如下条款：

“融资人向信托公司支付的融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

款、保证金、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均为净额支付，

不包含营业税及附加税等税款。无论信托计划是否终止，如

因融资人账务处理需要信托公司协助提供融资费用的发票，

由此发生的额外款项支出，均由融资人全部承担”。以上条款

主要是明确营业税及附加税的承担主体为融资人，以避免未

来融资人提出要求开具发票时由于税负承担主体不明确而

产生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1）在信托期间，如果融资人确定需要开具税务发票，信

托公司应与融资人签订信托融资合同的补充协议，以约定提

高融资费用率（信托贷款中体现为贷款利率，收益权转让与

回购中体现为溢价利率，此处统称为“融资费用率”）。融资费

用率提高所增加的融资费用=原定的融资费用×［1/（1-

5.7%）-1］，融资费用增加的部分由融资人向信托公司支付，

信托公司将收取的所有融资费用合并到自营收入后缴纳营

业税及附加税，并向融资人开具发票。

（2）在实际操作中，融资人为图简便，不愿通过上述方式

以签署信托融资合同补充协议的方式提高融资费用率。笔者

认为信托公司和融资人在信托融资合同中应该明确约定：

“融资人向信托公司支付的融资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

款、保证金、贷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等）均为净额支付，

不含营业税及附加税等。若融资人需要开具发票，则由融资

人另行划付营业税及附加税等给信托公司，同时融资人承诺

针对该重新划付的税款部分不开具发票”。

该方法把营业税及附加税作为融资人额外支付的一笔

费用，而不认定为是融资费用的一部分，虽然这不符合“营业

税作为价内税”的税法原理，但操作方便。其中“融资人承诺

针对该重新划付的税款部分不开具发票”的约定主要是为了

避免融资人要求将缴纳的营业税及附加税也开具发票，导致

“重复缴纳款项、重复开具发票”引起的纠纷。

四、结语

目前的“营改增”试点改革并未涉及信托业务的税制改

革。信托行业在国内仍属于朝阳行业，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

需要通过实践不断完善，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本文

列举的仅是信托税制的不完善导致信托公司开具发票时存

在的争议问题，为避免未来或有税费的风险，信托公司应和

融资人在信托融资合同文本中明确约定营业税及附加税的

税负承担主体，以减少不必要的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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