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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为 321.75万元，出口售价为 325万元，利润为 3.25万元，

不缴税，不退税。榆乙产品的征税率和退税率均为 17%。黄河

公司可选择以下方案进行税务筹划：

方案 1：改变黄河公司中间经销商的地位，变成黄河公司

为 B外贸公司向 A工厂代购乙产品，而黄河公司为 B外贸公

司代购货物向其索取代理费。按该方案运作后由于 A工厂属

生产型企业，其销售给 B外贸公司的自产货物可开具税收缴

款书，B外贸公司凭该税收缴款书可办理出口退税。具体操作

为：淤A工厂以 250万元（不含税价）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将

乙产品销售给 B外贸公司，同时向 B外贸公司提供税收缴款

书，A工厂进项税额为 34万元，销项税额为 42.5万元，应缴

增值税 8.5万元。于黄河公司向 B外贸公司收取 71.75万元

代购货物的代理费，应缴营业税 3.59万元（71.75伊5%），利润

为 68.16万元。盂B 外贸公司以 250 万元（不含税价）购入乙

产品，同时支付黄河公司 71.75万元的代理费，乙产品出口售

价 325万元，利润 3.25万元，同时购货时应支付 42.7万元的

进项税额，货物出口后能取得 42.7万元的出口退税，因此增

值税税负为 0。

按此方案，A工厂和 B 外贸公司的利润及税负未变，而

黄河公司利润增至 68.16万元，少缴 4.25万元的增值税。

方案 2：变黄河公司为 A工厂的供货商，由黄河公司购

入生产乙产品的原材料加上自己应得的利润后将原材料销售

给 A工厂，再由 A工厂生产出成品后销售给 B外贸公司，同

时提供税收缴款书，由 B外贸公司办理出口退税。具体操作

为：淤黄河公司以 200万元的不含税价购入材料，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以 271.75万元（含税价 317.95万元）销售给 A工

厂，其当月进项税额为 34万元，销项税额为 46.198万元，应

缴增值税 12.198万元，利润为 71.75万元。于A工厂以 271.75

万元（含税价 317.95万元）购进，以 321.75万元（含税价 376.45

万元）的价格将乙产品销售给 B外贸公司，其利润为 25万

元，进项税额为 46.198万元，销项税额为 54.698万元，应缴增

值税 8.50万元，增值税税负及利润额未改变。盂B外贸公司以

321.75万元（含税价 376.45万元）购进，出口售价 325万元，利

润 3.25万元未变，购货时支付的进项税额 54.698万元在货物

出口后可全额退税，因此，增值税税负为 0，未发生变化。

按此方案，A工厂和 B 外贸公司的利润及税负未变，而

黄河公司利润增至 71.75万元，增值税税负增加 7.948万元

（12.198-4.25）。

方案 3：黄河公司以 A工厂应得利润 25万元/月的额度

整体租赁 A工厂生产乙产品的设备（含人工费等），自购材料

加工成成品后直接出口，使乙产品变成自产自销。在此种方式

下，黄河公司出口应享受生产企业的免、抵、退税政策。由于购

进 200万元的材料负担 34万元的进项税额，该产品以 325万

元报关出口后可退增值税 34万元。因此增值税税负为 0，成

本为 250万元（225+25），销售价格为 325万元，利润为 75万

元。茵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所得税纳税调整

辽宁辽东学院 伊 虹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CAS 21）规定：在租

赁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

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

未确认融资费用。承租人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

发生的，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律师费、差旅费、印花税

等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租入资产价值。《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条例》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

总额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

基础，租赁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承

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在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规定上存在差异，造成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初始确认时会计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导致后续期在

计算企业所得税时需要进行纳税调整。由于纳税调整的计算

比较复杂，笔者结合实例进行分析。

例：2007年 12月 1日，甲运输公司与乙租赁公司签订了

一份融资租赁 20辆货车的租赁合同。合同规定：租赁期开始

日为 2008年 1月 1日；租赁期为 3年，每年年末支付租金

240万元；租赁期满时，甲公司享有优惠购买该批货车的选择

权，购买价为 30万元，估计该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00

万元。该批货车于 2007年 12月 31日运抵甲公司，当日投入

运营；甲公司决定租赁期满时，购买该批货车；甲公司采用年

限平均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于每年年末一次确认融资费用

并计提折旧；租赁开始日该批货车的公允价值为 600万元；租

赁内含报酬率为 10%。假设未发生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

费、律师费、差旅费、印花税等初始直接费用。

一、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初始计量存在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但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算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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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账价值和未确认融资费用。

最低租赁付款额，是指在租赁期内，承租人应支付或可能

被要求支付的款项，加上由承租人或与其有关的第三方担保

的资产余值。由于甲公司在租赁期满时行使选择权，因此最低

租赁付款额包括各期租金之和以及行使选择权支付的金额。

最低租赁付款额=240伊3+30=750（万元）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240伊（P/A，10%，3）+30伊（P/F，

10%，3）=619.40（万元）

由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 619.40万元大于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 600万元，故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初始

入账价值为 600万元。

未确认融资费用=750-600=150（万元）

2.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确认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

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由

于甲公司在租赁期满时行使选择权，因此租赁合同约定的付

款总额为各期租金之和加上行使选择权支付的金额。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240伊3+30=750（万元）

3. 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固定资产初始入账价值-固定资产

计税基础=600-750=-15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上述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

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虽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但属于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特殊情况。原因是如果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则需调整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对实际成

本进行调整将违背会计核算中的历史成本原则，影响会计信

息的可靠性。

笔者认同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在初始计量时不确认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做法，但不认同上述解释。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在初

始计量时，固定资产项目会计初始入账价值和税法的计税基

础不同，但二者的差额在会计核算中记入“未确认融资费用”

科目。虽然该科目归属于负债类科目，但其借方余额可以理解

为一项虚拟的资产，因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在未来期间要分摊

计入财务费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五

条的规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

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

中抵扣的金额。虽然固定资产项目存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但

如果把未确认融资费用理解为一项资产，由于固定资产项目

会计初始入账价值加上未确认融资费用等于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的计税基础，就整体而言，在初始计量上不存在差异，因此，

不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对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后续计量

的规定存在差异，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1.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计算每年应计提的折旧额

和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假设不考虑净残值，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为 4年，则：

每年应计提的折旧额=600衣4=150（万元）

计算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根据租赁开始日最低租

赁付款额的现值等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即：

240伊（P/A，i，3）+30伊（P/F，i，3）=600

经过多次测试，用插值法计算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

为 11.8%。

2008年末确认的融资费用=600伊11.8%=70.8（万元）

2009 年末确认的融资费用=（600-240+70.8）伊11.8%=

50.83（万元）

2010年末确认的融资费用=150-70.8-50.83=28.37（万元）

2. 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允许扣除

的折旧额。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

低年限，飞机、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为 4年。假设不考虑

净残值，则：

每年应计提的折旧额=750衣4=187.5（万元）

3. 计算每年的差异额，进行纳税调整。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每年计提的折旧额加上确认

的融资费用，是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对损益的影响。按照税法的

规定，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每年只允许税前扣除按照税法规

定计算的折旧额。因此，每年的差异额为：会计折旧加上确认

的融资费用，减去按税法规定确认的折旧额。

2008年末确认的差异额=（150+70.8）-187.5=33.3（万元）

2009年末确认的差异额=（150+50.83）-187.5=13.33（万元）

2010年末确认的差异额=（150+28.37）-187.5=-9.13（万元）

2011年末确认的差异额=150-187.5=-37.5（万元）

各年差异额的合计数=33.3+13.33-9.13-37.5=0

为了更好地反映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纳税调整，现将计

算过程用下面的表格列示：

从上述例题可以看出，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考虑了融资

租赁的实质，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

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

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额作为未确认融

资费用，对未来利润的影响通过固定资产折旧和分摊未确认

融资费用体现。而税法的规定，只考虑了租赁的形式，从而造

成了两者的差异，但最终两者对利润总的影响是相同的。茵

会计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账面余额

固定资产与未确认融资费用合计

税法累计折旧

计税基础

累计暂时性差异

本期确认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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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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