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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车辆购置税开征以来，一直主要用于支持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了包括公路、公路客货运枢纽、内河水运等交通基

础设施的完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交通基础

设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本已广泛、深入地参与到投

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扮演着撬动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杠杆作用，在国家高速公路网即将

建成的今天，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甚至作为一些地方高速公

路建设的唯一财政投入，是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高速公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交通行业一直

在探索如何提高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方面发

挥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资高速公路建设的

杠杆作用，另一方面确保享有应享有的权益，保证国有资产

不流失。在高速公路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条件下笔者了解到部

分地方在引入外来投资者的过程中，由于合作模式设计不合

理等因素，导致地方政府与外来投资者对车辆购置税补助资

金形成权益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议，甚至诉诸法律。作为一

名长期从事高速公路建设的管理人员，笔者将在分析车辆购

置税补助资金性质的基础上，研究车辆购置税补助高速公路

建设形成权益的归属问题。

二、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的性质分析

1. 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资本

性财政资金，应作为国家投资计入并增加企业实收资本或股

本，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补助性财政资金，应作为企业损益

处理，两种观点各有理由。

第一种观点认为，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属于国家资本性

支出，企业收到财政部门拨付资金后，要增加实收资本或资

本公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的规定，企

业收到的属于国家直接投资、资本注入性质的财政资金，如

基本建设投资、国债投资项目，这类资金属于国家以投资者

身份对企业的资本性投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是国家重要的

基本建设项目，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投入到高速公路建设项

目中是作为项目资本金使用，应属于国家资本性支出。目前，

大部分高速公路投资项目都将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作为国

家资本金来处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属于补助性财政

资金，企业收到财政部门拨付资金后，按照损益处理，认为高

速公路项目本质上属于公益性项目，在我国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高速公路建设的情况下，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应当属于国

家对社会资本参与公益性高速公路建设的补助。该观点主要

是基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属于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中央财

政以车辆购置税资金补助高速公路建设，主要是为了引导社

会资本投资高速公路建设，进而促进高速公路的发展，该项

资金具有政策导向性。笔者发现，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

总公司 2008 ~ 2010年的政府补贴分别为 12.15亿元、13.62亿

元、45亿元，均作为损益核算，根据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财政资

金的来源构成不难判断，其中相当大部分为车辆购置税补助

资金。

2. 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性质的判断。判断车辆购置税补

助资金的性质应基于高速公路投融资管理体制等现实情况。

笔者认为，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是中央财政补助地方政府用

于高速公路建设的资金，用作项目资本金使用，属于资本性

财政资金。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高速公路投融资管理体制要求必须有足够的

资本性资金注入高速公路建设。目前我国大部分省份高速公

路投融资管理体制是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代表政府投资高

速公路建设，是地方交通主管部门或国资委下属的国有独资

企业，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管理下属项目公司。对于直接参

与项目建设的项目公司来说，收到的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是

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代表政府投入项目的资本金，并以此补助

【摘要】本文在深入分析资金性质的基础上，研究了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形成权益的归属问题，认为车辆购置税补助

资金属于资本性财政资金，形成权益归国家所有，只有在遵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建设项目的合作模

式，方可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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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为基础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另外，根据《车辆购置税交

通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0］994号）的规定，“交

通专项资金扣除经财政部批准用于费用性开支的部分后，作

为中央政府对各省市交通项目的国家资本金投入”。因此，项

目公司在收到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后，理应按照资本性财政

资金来处理。

其二，安排车辆购置税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目的是支持

高速公路建设。根据《公路法》的规定，公路资产归国家所有，

即安排车辆购置税用于高速公路建设必须形成国有资产。在

投资主体多元化的高速公路投融资管理体制下，社会投资者

参与投资高速公路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财政资金投资

的不足，并从高速公路运营等渠道获取合理收益。如果将车

辆购置税补助资金作为补助性质的财政资金，那么项目公司

应该将其作为损益核算，所形成的权益就当属包括社会投资

者在内的全体投资者所有，并可通过利润分配使车辆购置税

补助资金流出建设项目，难以保证全部形成公路资产，只有

将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视为资本性财政资金，才可保证与我

国安排车辆购置税用于高速公路建设的初衷相符。

三、车辆购置税补助形成权益的归属问题分析

通过上文分析，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是中央补助地方政

府用于投资高速公路建设的专项资金，属于资本性财政资

金，在项目公司中直接形成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间接形成未

分配利润。其归属问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

1. 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的收益分配权分析。收益分配

权，也称利润分配请求权，即当公司向债权人偿还债务及向

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后，其剩余收益归属公司的所有者。根

据《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

利，但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股份

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可供投资者分配的

利润，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法》所称的出资是指出资人认缴的注册

资本，也就是说，若无特殊约定，投资人应该按照股权比例享

有收益分配权，只与实收资本占比有关，与投资人享有的资

本公积等其他权益无关。

前文所述，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属于资本性财政资金，

作为项目资本金使用，属于代表地方政府的投资主体的投

资，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能否享有或完全享有收益分

配权，取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占比与股权占比是否一致，如

果项目资本金投入占比大于股权占比，那么可能部分车辆购

置税补助资金无法享有收益分配权。

2. 引入民间资本后车辆购置税形成权益的归属问题。车

辆购置税补助资金作为资本性财政资金，在项目公司中形成

的权益归国家所有，包括按股比享有的实收资本、车辆购置

税补助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按股比应享有的未分配利润。

引入民间资本后，社会投资者也将享有项目公司相应的权

益，实收资本、未分配利润按照股权比例分享，由于车辆购置

税补助资金形成的权益归国家所有，因此车辆购置税补助资

金形成的资本公积不应按照股比分享，而应作为地方政府投

资者的独享资本公积，但实际上难以达到独享。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资本公积应用于转增资本，并且

属于全体投资人共有，转增资本后相应同比例增加各投资人

的出资额，车辆购置税形成的资本公积在转增资本后，民间

投资者也会有相应享有部分转增的股本。也就是说，如果在

项目合作协议中没有明确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形成资本公

积金归属代表地方政府的投资者独享，那么民间投资者就有

权按照股权比例享有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形成的资本公积

所转增的实收资本。

3. 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形成权益的管理权限分析。我国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国家统一所有，分级履行出资人职

责”，所有的国有资产统一归国家所有，各级地方政府国资委

分级履行出资人职责。实收资本和未分配利润均应按照股权

比例分享，而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虽作为中央政府对各省市

交通项目的国家资本金投入，但在《关于对车购税（费）资金

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委托地方管理的通知》（交财发［2005］

182号）中明确委托地方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监管，由地方国资

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因此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形成的资本公

积应归地方独享；即使外来投资者是中央一级国有独资企

业，也不能代表国家享受应由地方独享的车辆购置税补助资

金形成的资本公积。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虽然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属于资本性财政资

金，并且形成权益归国家所有，但是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地方投资者要完全享有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在项目中形

成的权益。在有社会资本参与的高速公路项目中，必须在合

作协议中明确：第一，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投入项目建设后，

应全额享有收益分配权；第二，在项目公司形成资本公积金

是归属于代表地方政府的投资者独享的资本公积；第三，项

目公司分配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时，应按照实际项目资本

金出资比例分配。为此笔者建议，在有民间资本参与的高速

公路项目中，必须在遵守《公司法》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尽量

完善项目建设合作协议，明确车辆购置税补助资金投入项目

建设后的收益分配权、权益归属问题，以免合作后期中产生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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