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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兼并重组，制定政策规则的关键在于特殊性税务处

理的设计。各兼并重组活动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时，都以

享受递延纳税优惠待遇为目的，资产划转行为也不例外。

资产划转的递延纳税，与其他重组形式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情况下推迟应纳税款的缴纳情形并不完全相同。以

例 2中E公司对 F公司划转股权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为
例，递延待遇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纳税主体的递延，

从E公司递延到了F公司；二是金额不确定性的递延，即
划转资产原隐含的增值额能否全部体现取决于F公司未
来的经营状况；三是时间不确定性的递延，即划转资产的

处置权递延到了F公司，带来了时间上的不确定。
另外，企业在进行资产（包括股权）转移时，存在诸多

处理方法，其政策规则的适用范围存在重叠。如母公司向

子公司转移资产，企业主要方案有四种，各有优劣，简单

概括如下：一是财税［2014］116号文件规定不超过五年递
延纳税，资产以公允价值计税，企业获得部分资金时间价

值，但并非全部；二是财税［2014］109号文件规定的划转
特殊性税务处理，虽按原计税基础计税，但适用条件较宽

松，不确定性递延同样获得了货币时间价值；三是《关

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59号）规定重组特殊性税务处理，递延缴纳税款的
适用条件相对严苛；四是视同销售处理，一次性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用于享受税收优惠或经营亏损等情况较

合适。因此，居民企业间进行资产划转所得税处理要视具

体经营状况而定，且根据国税发［2015］40号公告规定，
符合前三种特殊性税务处理的相关条件后，再选择适合

的税务处理方法，且企业的处理方法一经选择，不得随意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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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营改增”有可能引发融资租赁企业的税务问题：“营改增”之后增值税税负相比营业税税负不减反升；

发票和凭证不规范，将导致难以充分利用税前扣除政策；售后回租业务被认定为委托采购引发的问题及风险；承租

人违约带来的系列风险等。本文建议从规范发票和凭证、充分利用税前扣除政策、出台能让融资租赁公司切实享受

到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预防承租人违约带来的系列风险等方面入手，推动融资租赁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营改增”；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微观税负；纳税筹划

一、有形动产融资租赁“营改增”税收政策解读

（一）有形动产融资租赁“营改增”前后税收政策变化

2011年 11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在
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

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号）规定，从2012年1月1
日起，在上海率先开展部分现代服务业与交通运输业的

“营改增”试点工作，融资租赁行业亦纳入该试点范围。目

前，融资租赁业务适用的主要税收政策有：《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

税收问题的公告》（国税发［2010］13号）、《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政

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3］121号）。对比“营改增”前后
政策，融资租赁企业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业务主要政策变

化详见下页表1。
（二）“营改增”后有形动产直租业务适用的最新政策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

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3］106
号）规定，包括有形动产租赁在内的部分现代服务业在全

国范围内进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财税［2013］106号文件
附件 2规定，具备资质的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试点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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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除融资性售后回租之外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业

务，以收取的全部价款以及价外费用，扣除所支付的安装

费、保险费、车辆购置税、发行债券利息和借款利息（包括

人民币借款利息以及外汇借款利息）之后的余额作为销

售额。提供有形动产租赁，适用 17%的税率。财税［2013］
106号文件附件 3规定，2015年 12月 31日前，对于符合条
件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的有形动产融资租

赁服务，对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给予即征即退

的优惠。

（三）“营改增”后有形动产售后回租业务适用的最新

政策

2013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将铁
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3］106号）与《关于铁路运输和邮政业营业税改增值
税试点有关政策的补充通知》（财税［2013］121号），全面
代替财税［2013］37号文件。这两个文件对售后回租业务
相关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并明确规定差额征税的扣除

项目包含向承租方所收取的租赁物本金。融资租赁企业

售后回租业务适用的最新政策与已失效的规定对比总结

详见下表2。
二、有形动产融资租赁“营改增”带来的税务问题及

其筹划要点

（一）“营改增”后增值税税负相比营业税税负不降反

升

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企业普遍反映，“营改增”后增值

税税负与之前营业税税负相比不降反升。这是因为，原属

行业适用营业税 5%的税率，应纳税额=（租赁收入-借款
利息支出）×5%；“营改增”之后，有形动产租赁适用17%的
增值税税率，此时融资租赁公司的应纳税额=（租赁收入-
利息支出）÷1.17×17%。虽然政策明确规定对于实际税负
超过 3%的部分给予即征即退的优惠，但增值税税负=纳
税人一定时期内缴纳的增值税÷纳税人该时期内提供应
税服务所取得的全部价款以及价外费用，而收取的全部

价款以及价外费用，通常包含设备的本金和利息部分，致

使大部分融资租赁业务按此政策测算的税负水平很难超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变化要点

纳税义务人

纳税范围

计税依据

适用税率

发票

税收优惠政
策

账务处理

纳税申报方
式

“营改增”前

营业税纳税义务人

提供融资租赁服务

营业额 =营业收
入+价外费用-出
租货物的实际成本

5%

服务业普通发票

无

由于营业税为价内
税，需通过“营业税
金及附加”账户核
算，并计入利润表
税前扣除

通过“营业税纳税
申报表”进行申报

“营改增”后

增值税纳税义务人

仅提供有形动产租赁业务

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
项税额

17%

增值税专用发票

有形动产融资租赁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实际税负
超过 3%的部分给予即征
即退的优惠

增值税为价外税，应通
过“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账户借贷双方
的差额计算，不反映在
利润表中税前扣除

通过“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进行申报

表 1 “营改增”前后有形动产融资租赁业务
税收政策对比分析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

定义

销售
额

开票
方式

税收
优惠

抵扣
凭证

税率

财税［2013］106号文件

承租企业为了融资，将资产出售给提供融资租赁服
务的企业，之后又将该资产租回的业务活动

以收取的全部价款以及价外费用，扣除在该业务上
所支付的发行债券利息和借款利息（包括人民币借
款利息与外汇借款利息），以及向承租方收取的有
形动产价款本金之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

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的试点纳税人，在向承租
方收取租赁物本金时，可开普通发票，但不得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

融资性售后回租销售额扣除及超税负即征即退的
规定，追溯到 2013年 8月 1日起执行；2015年 12月
31日前，对于符合资质的一般纳税人提供售后回
租服务，应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给
予即征即退的优惠

发票、境外单位或个人签收单据、完税凭证、承租方
开出的本金发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
据、总局规定的其他凭证

17%

财税［2013］37号文件
（已失效）

同财税［2013］106号文件

以收取的全部价款以及价外
费用，扣除由承租方承担的
进口环节消费税、关税、保险
费、安装费以及有形动产贷
款利息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

全额开票

/

发票、境外单位或个人签收
单据、完税凭证、省级以上财
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总
局规定的其他凭证

17%

国税发［2010］
13号文件

同财税［2013］
106号文件

/

/

/

/

17%

备 注

/

财税［2013］106号文件
增加了本金扣除项，以及
发行债券利息，并删减了
保险费、安装费、车辆购
置税扣除项目

财税［2013］106号文件
较财税［2013］37号文件
避免了本金纳税

/

财税［2013］106号文件
较财税［2013］37号文件
增加了本金发票

一般纳税人

表 2 售后回租业务“营改增”最新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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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3%，从而“享受超过 3%即征即退”税收优惠政策落空。
但是，对于融资租赁业务的其他税收优惠政策，融资租赁

企业在“营改增”过程中，应特别关注该政策的具体适用

条件。

（二）规范发票和凭证，充分利用税前扣除政策

根据财税［2013］106号文件的规定，试点纳税人必须
取得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所规定的有效

凭证，方可从全部价款以及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本金，否

则不得扣除。“营改增”之后公司的设备本金和借款利息

支出均可在税前扣除，但必须取得合法票据才能抵扣。融

资租赁企业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直租业务购进设

备时，一定要取得规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确保能抵扣

设备的进项税额；在售后回租业务中，向承租方收取有形

动产价款本金时，应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以

确保能按差额课税。企业按相关政策规定向金融机构支

付的利息，应当以发票为凭证计算抵扣，税务机关不认可

将诸如银行利息结算单之类的票证视为发票进行抵扣的

行为。假如过程中还产生了保险费、安装费和车辆购置

税，同样也要取得规范票据。

在售后回租模式中，存在相对复杂的承租方和出租

方互开发票的问题。应按以下具体政策操作：承租方向融

资租赁公司出售资产并开票时，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

问题的公告》（国税发［2010］13号）的规定进行，即增值税
和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均不包括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

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因此，若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

租方为增值税纳税人，其为提供方开具的普通发票上记

载的销售额，不可作为纳税人销售额来申报。融资租赁企

业向承租方收取租赁费时，利息部分应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本金部分应开具普通发票。

（三）售后回租业务被认定为委托采购引发的问题及

风险防范

委托采购业务缴纳营业税，营业税税负水平低于增

值税，但会影响承租人支付租赁设备利息部分的进项抵

扣，从长远看不利于融资租赁企业的业务拓展。目前有些

融资租赁企业很大比例的售后回租业务被主管税务机关

认定为委托采购（中介服务）业务从而纳入营业税征税范

围。如果企业的这些业务继续被要求缴纳营业税，虽然税

负比缴纳增值税要低，但会导致部分企业不能给承租人

开具利息部分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其他融资租赁公司

可给承租人支付的利息开专用发票，这类企业将会面临

客户流失的风险。因此，建议这类企业广泛调研，调查经

营委托采购类似业务的其他融资租赁公司是如何纳税

的，调研本地区以外其他税务机关如何对此类业务进行

认定，获得充足有效的数据资料后，与主管税务机关积极

沟通。

同时，融资租赁企业的委托采购业务操作流程应尽

可能符合售后回租的条件，例如，与承租人签订设备回购

协议的同时让承租人给公司开票等。另外，融资租赁全行

业联合呼吁国家出台能让融资租赁企业切实享受到税负

不超过 3%的真正优惠。从长远看，我国 2015年将全面完
成“营改增”改革，这类融资租赁企业应积极将自己纳入

增值税的抵扣链条中。这将更有利于企业全面拓展业务、

挖掘市场需求，将企业做大做强。

（四）积极预防承租人违约风险

承租人违约将会给融资租赁企业带来一系列涉税风

险，企业需未雨绸缪，及早规划应对。例如，出租人以直租

的方式租赁某一设备，并取得该设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之后按相关规定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假如承租人违反

合同约定，融资租赁企业将设备收回，对外销售以抵偿债

务，那么，对于融资租赁公司此时的销售行为，应该按 3%
的征收率还是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若根据目前的政策
来分析，由于此前融资租赁公司所销售的设备已抵扣进

项税额，所以对其再销售行为应按17%的税率来征收增值
税。进一步分析，若融资租赁公司由此导致实际税负高于

3%，那么其能否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税收优惠？根据相
关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只有在融资租赁有形动产时，方可

享受上述的即征即退优惠，若融资租赁公司是销售设备，

则不能享受这一优惠。那么，在现实操作中，对此应如何

划分？这是需要事前规划的问题。

“营改增”过程中尽管出现了融资租赁企业税负上升

的问题，但是解决了租赁过程中的双重征税，降低了承租

人租赁成本，极大地刺激了融资租赁行业发展，也拓宽了

融资租赁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融资租赁企业，应特别关

注上述纳税问题，未雨绸缪，积极应对，在“营改增”改革

过程中“扬长避短”，充分享受改革红利，促进企业的长远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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