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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 2010年发布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明确表示，“我国会计准则将

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并且，进度上也要实

现与国际同步”。因而，消除我国股权投资分类标准与国

际标准的差异并实现与国际的趋同符合财政部的规定，

且势在必行。

同时，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我国不能急于求成，

要根据我国的现实条件适时、平稳、分阶段地过渡。①鉴
于我国于 2014年刚刚修订了一系列会计准则，会计准则
的频繁修订不利于实务操作，也不利于市场的平稳运转。

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针对制度高度完善、经济高度发
达的西方国家修订的，相比之下，我国市场经济起步晚、

资本市场不尽完善，这导致公允价值估值模型的运用存

在一定问题，进而使得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取得将成为我国股权投资分类标准实现国际趋

同的最大障碍。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虽然

我国现在还不具备直接过渡的现实条件，但是应逐步完

善资本市场、加强公允价值估值模型的运用，立足于我国

实际，适时、分阶段地在股权投资分类标准上实现国际趋

同，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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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际股权投资的分类思路

再议“营改增”后融资租赁

出租方核算简化模式及改进

汪农生

（铜陵有色铜冠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安徽铜陵 244000）

【摘要】本文认为，“营改增”后融资租赁出租人购买设备时支付的进项税额，不应是出租人为承租人代垫的一

笔款项，而应是其支付的一项融资成本，可作为未来销项税额的抵减项，并通过一个例子进行了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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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月刊》2014年第19期刊登了蔡旺清同志的《“营
改增”后融资租赁出租方核算简化模式及改进》（以下简

称《蔡文》）。笔者通过认真研读后，发现该文对融资租赁

出租方核算采用简化模式及改进的会计处理存在不妥之

处，现提出并与蔡旺清同志商榷。

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在确定内含报酬率及未实现

融资收益时是否考虑增值税问题，准则没有加以明确。有

些实务工作者在确定内含报酬率时将含税租金换算为不

含税租金后再进行折现；有的则采用如《蔡文》所述的简

化模式，出租人未实现融资收益等于最低租赁收款额（含

税租金）与其现值（租赁资产不含税价值）的差额，造成内

含报酬率虚高。

笔者以为，由于出租人购入租赁资产时发生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与其不含税价格共同构成整个租赁资产的现

金流出总额，这是为了未来取得融资收益所支付的代价，

因此，出租人通过未来现金流量来测算租赁内含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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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需考虑相应的增值税额。这点与《蔡文》提出的“新模

式”中内含报酬率确定观点相一致。

一、《蔡文》会计核算新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蔡文》提出的会计核算新模式认为，出租人在购买

设备时新增“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

科目，将其视作一项资产，用来抵免将来发生的税费，即

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将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

税额）”科目更改为“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

项税）”科目。其在随融资租赁资产一并转出时可视为出

租人为承租人代垫的一笔款项。每年年末收到租金时，先

确认“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再将进项

税额从“待抵扣”中转出，于当期抵扣，但当“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科目余额为零时，则应

终止转出。

《蔡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

税）”借方余额视为出租人为承租人代垫的一笔款项，那

么其贷方余额又视为什么呢？根据《蔡文》的核算结果，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各明细发生额、余额如下：

由此可知，“待抵扣进项税”明细科目余额并不为零，

其缴纳的增值税=销项税-进项税-待抵扣进项税（借
方）+待抵扣进项税（贷方）。但这一结果与实际缴纳的增
值税又不符［9 589.75=300 000÷（1+17%）×17%-34 000］，
该做法有些令人费解。此外，《蔡文》在每年收到承租人支

付的租金时做如下账务处理同样存在问题，即：

借：银行存款 70 200
贷：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6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200

这与所举例子中的已知条件存在矛盾，因为5年总租
金300 000元为含税金额，而该账务核算中却作为不含税
金额处理。

二、对会计核算的改进

笔者以为，出租人购买设备时支付的进项税实质，不

应是出租人为承租人代垫的一笔款项，而是其支付的一

项融资成本，可作为未来销项税额的抵减项。由于出租人

所取得的总租金300 000元并不是全额确认为租赁收入，
因此转出租赁资产时可一并开具与资产结转价值相等的

增值税发票，此时销项税与进项税相同（均为34 000元），
故不产生纳税义务。

此外，根据税法规定，未取得合规发票的固定资产所

计提的折旧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而A公司取得该租赁资
产发票入账可以有效避免计提折旧时相关的税务风险。

会计处理如下：

借：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贷：融资租赁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未实现融资收益

出租人是根据收款金额开具发票给承租人的，而“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是根据所开具发票

金额计提的，在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时其包含的销项税

可先通过“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预

提。待收到的款项超过已开具发票部分，再补开该差额部

分发票并计提“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其与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所包含的销项税差额仍通过

“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预提（或抵减）

实现。即：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借或贷）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贷：租赁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三、举例分析

为说明问题，现仍沿用《蔡文》中的例子。

例：大唐公司（出租方）以融资租赁方式为A公司（承
租方）提供全新不需安装的机器设备一台，价款为200 000
元。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规定，该设备租金总金额为

300 000元，分 5年期等额偿还，A公司每年末支付租金
60 000元。假定大唐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实际
利率法确认各期应分配的未实现融资收益。

1. 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及未实现融资收益。详见表1。
2. 购买设备时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融资租赁资产 2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34 000
贷：银行存款 234 000

3. 租赁开始日大唐公司同时开具234 000元发票给A
公司，会计核算如下：

借：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234 000
贷：融资租赁资产 2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待抵扣进项税）

34 000

10 200

10 200

10 200

3 400

68 000

34 000

34 000

34 000

34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 200

10 200

10 200

10 200

10 200

5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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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 000
未实现融资收益 66 000

4. 每年年末收到租金时会计处理如下：
（1）第1年年末收到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 60 000
贷：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60 000

由于租赁开始日开具的发票 234 000元大于累计收
款额60 000元，因此本次收款无需开具发票，也无需缴纳
增值税，但在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时其包含的销项税通

过“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预提。会计

处理为：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20 826
贷：租赁收入 17 800
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 026（17 800×17%）
（2）第2年年末收到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 60 000
贷：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60 000

由于租赁开始日开具的发票 234 000元大于累计收
款额120 000元（60 000+60 000），因此本次收款无需开具
发票，也无需缴纳增值税，但在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时其

包含的销项税通过“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

税额）”预提。会计处理为：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17 339.51
贷：租赁收入 14 820.09
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 519.42（14 820.09×17%）
（3）第3年年末收到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 60 000
贷：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60 000

由于租赁开始日开具的发票 234 000元大于累计收
款额 180 000元（60 000×3），因此本次收款无需开具发

票，也无需缴纳增值税，但在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时其包

含的销项税通过“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预提。会计处理为：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13 542.73
贷：租赁收入 11 574.98
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 967.75（11 574.98×17%）
（4）第4年年末收到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 60 000
贷：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60 000

至本年累计收取租金 240 000元（60 000×4），租赁开
始日已开具234 000元发票，因此本次应开发票金额6 000
元（240 000-234 000），应缴纳增值税 871.79元［6 000÷
（1+17%）×17%］，其与确认未实现融资收益所包含的销项
税差额通过“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预

提。会计处理为：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9 408.03
贷：租赁收入 8 041.05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71.79
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495.19（8 041.05×17%-871.79）
（5）第5年年末收到租金时：
借：银行存款 60 000
贷：长期应收款——A公司（融资租赁款） 60 000

因本次应开发票金额 60 000元，应缴纳增值税
8 717.95元［60 000÷（1+17%）×17%］，其与确认未实现融
资收益所包含的销项税 709.6元（4 174.13×17%）差额
8 008.35元通过“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抵减。会计处理为：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4 833.73
其他应付款——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8 008.35（3 026+2 519.42+1 967.75+495.19）
贷：租赁收入 4 174.13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8 717.95

通过上述会计处理，整个租赁过程的增值税（销项

税）核算一目了然。此外，虽然增值税不属于租赁资产价

值的一部分，但它是出租人取得融资收益所支付的代价，

因此在确定内含报酬率及未实现融资收益时需要考虑增

值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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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①
0

1

2

3

4

5

合计

租金

②

60 000

60 000

60 000

60 000

60 000

300 000

确认的
融资收入

③=期初
⑥×8.9%

20 826.00

17 339.51

13 542.73

94 08.03

4 883.73∗
66 000.00

其中：不含
税融资收入

④=③/（1+
17%）

17 800.00

14 820.09

11 574.98

8 041.05

4 174.13

56 410.25

租赁投资
净额减少额

⑤=②-③

39 174.00

42 660.49

46 457.27

50 591.97

55 116.27

234 000.00

租赁投资
净额余额

期末⑥=期
初⑥－⑤
234 000.00

194 826.00

152 165.51

105 708.24

55 116.27

0

20××年×月×日

注：∗作尾数调整：4 883.73=60 000-55 116.27。

单位：元

表 1 未实现融资收益分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