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国税函［1995］288号文件和财税［2002］29号通知的

规定，自 2002年 1月 1日起，纳税人销售旧货，一律按 4%的

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企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售价低于原值的，免税；售价高于原值的，按简易办法 4%减

半交税。企业选择免税所获得的净收益不一定高于选择纳税

所获得的收益。因此，企业可以通过纳税筹划，事先计算免税

与纳税的平衡点，从而选择最佳筹划方案。企业销售使用过的

固定资产纳税筹划方法一般有升值率法、差额率法和销售价

格法。

一、升值率法

假定企业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P，销售价格为 S，升

值率为R，则 R=（S-P）衣P伊100%。

当固定资产的升值率R超过平衡升值率时，应选择高于

原值的售价，因为缴纳增值税将比免税带来更大的收益；反

之，应选择低于（最好是等于）原值出售。

1. 仅考虑增值税的平衡升值率。假定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销售价格高于原值时的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T，则扣除增值税

后的销售价格等于固定资产原值时：S-S衣（1+T）伊T伊50%=P，

推导出：R鄢=T衣（T+2）伊100%。当 T为 4%时，平衡升值率 R鄢

为 1.96%。

2. 综合考虑增值税与附加税费的平衡升值率。假定城市

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T1，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T2 ，则扣除增值

税以及附加税费后的销售价格等于固定资产原值时：S-S衣

（1+T）伊T伊50%伊（1+T1+T2）=P，推导出：R
鄢=T伊（1+T1+T2）

衣［T伊（1-T1-T2）+2］伊100%。当 T为 4%，T1为 7%，T2为 3%

时，平衡升值率 R鄢=2.16%。

3. 对企业所得税的考虑。假定使用过的固定资产折旧额

为 Q，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T鄢，则：当 S>P时，应纳所得税 Z1=

［S-（P-Q）-S衣（1+T）伊T伊50%伊（1+T1+T2）］伊T
鄢，企业可获

得最大收益=S-S衣（1+T）伊T伊50%伊（1+T1+T2）-Z1。当 S臆P

时，应纳所得税 Z2=［P-（P-Q）］伊T
鄢，企业可获得最大收益=

P-Z2。当销售价格超过原值时的净收益与销售价格不超过原

值时的最大净收益相等时，即：S-S衣（1+T）伊T伊50%伊（1+T1+

T2）-Z1=P-Z2，推导出：R
鄢=T伊（1+T1+T2）衣［T伊（1-T1-T2）

+2］伊100%。

可以得出，企业所得税对于平衡升值率并无影响，只是减

少了企业收益。在差额率法和销售价格法下，也可以类似地证

明企业所得税对于平衡差额率和平衡销售价格并无影响。

例：某工业企业欲出售一台使用过的设备，该设备原值为

200万元，已提折旧 20万元。此时有 A、B、C三个企业愿意分

别以 199万元、202万元、205万元的价格购买，企业应当如何

进行纳税筹划，以确定买主？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3%

方案 1：如果将该设备销售给 A企业，销售价格为 199万

元，低于原值，符合出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免税条件，所

获收益为 192.73万元。方案 2：如果将该设备销售给 B企业，

销售价格为 202万元，超过原值，不符合免税条件，应当缴纳

增值税。升值率R=（202-200）/200伊100%=1%。由于升值率为

1%，小于平衡升值率 2.16%，故放弃此方案。方案 3：如果将该

设备销售给 C企业，销售价格为 205万元，超过原值，不符合

免税条件，应当缴纳增值税。升值率 R=（205-200）/200伊

100%=2.5%，由于升值率 2.5%大于平衡升值率 2.16%，应当选

择将汽车销售给 C企业。应纳所得税=［205-（200-20）-205衣

（1+4%）伊4%伊50%伊（1+7%+3%）］伊33%=6.82（万元），收益额=

205-205衣（1+4%）伊4%伊50%伊（1+7%+3%）-6.82=193.84（万

元）。

二、差额率法

假定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原值为 P，销售价格为 S，差额率

为 V，则 V=（S-P）衣S伊100%。当固定资产的差额率 V超过平

衡差额率时，应选择缴纳增值税，因为缴纳增值税将比免税带

来更大的收益；反之，应选择免税方案。

1. 仅考虑增值税的平衡差额率。假定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销售价格高于原值时的增值税适用税率为 T，当扣除增值税

后的销售价格等于机动车原值时：S-S衣（1+T）伊T伊50%=P，

推导出：V鄢=T伊［2伊（1+T）］伊100%。当 T为 4%时，平衡差额率

V鄢=1.92%。

2. 综合考虑增值税与附加税费的平衡差额率。假定城市

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T1，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T2 ，则扣除增值

税以及附加税费后的销售价格等于固定资产原值时：S-S衣

（1+T）伊T伊50%伊（1+T1+T2）=P，推导出：V
鄢=T伊（1+T1+T2）

衣［2伊（T+1）］伊100%。当 T为 4%，T1为 7%，T2为 3%时，平衡

差额率 V鄢=2.12%。

仍以上例资料：方案 1：如果将该设备销售给 A企业，销

售价格为 199万元，低于原值，符合出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

的免税条件，所获收益为 192.73万元。方案 2：如果将该设备

销售给 B企业，销售价格为 202万元，超过原值，不符合免税

条件，应当缴纳增值税。差额率 V=（202-200）衣201伊100%=

0.995%。由于差额率为 0.995%，小于平衡差额率 2.12%。故应

选择免税方案，放弃此方案。方案 3：如果将该设备销售给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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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引入

B公司从 A公司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入一台设备。有关

资料如下：租赁开始日为 2007年 1月 1日，租赁期从 2007年

1月 1日到 2009年 12月 31日；双方确认租赁设备的公允价

值为 65万元；每年年末要求 B公司支付租金 25 万元；该设

备租赁期满时估计的资产余值为 5.096万元，其中 B公司担

保余值 3万元，独立于出租人和承租人双方的第三方担保余

值 2万元，未担保余值 0.096万元。在洽谈租赁业务中 A公司

支付初始直接费用 1万元，B公司支付初始直接费用 0.54万

元。租赁期满，A公司收回租赁设备。

二、融资租赁承租人会计处理的财务视角分析

1. 确认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理论分析。融资租赁业务对

承租人来讲实质上是一种融通资金行为。与借款购入设备再

分期等额还本付息的经济实质相同，在等额的还本付息额中

包含着本金，也包含着利息。同样，融资租赁中所支付的租金

实质上也包含了租入资产的价值和应支付的利息。因此，承租

人支付的租金与其担保的资产余值之和扣除租入资产入账价

值的差额，即为以后各期要确认的利息费用———未确认融资

费用。关于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会计准则规定选择租赁开始

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中的较低者。

2援 折现率的选择。如何选择用以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现

值的折现率，将直接关系到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在最低

租赁付款额一定的情况下，折现率就成为影响现值大小的决

定性因素。会计准则规定计算现值的折现率优选顺序依次为

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租赁合同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并

采用所选利率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我们来分析一

下各类折现率的实质含义。

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是指在租赁开始日，使最低租赁收

款额的现值与未担保余值的现值之和等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与出租人的初始直接费用之和的折现率。依例，25伊（1+r）-1+

25伊（1+r）-2+25伊（1+r）-3+3伊（1+r）-3+2伊（1+r）-3+

0.096伊（1+r）-3=65+1，求得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 r为 10%。

当无法获取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时，计算现值应选用租

赁合同利率。租赁合同利率一般会低于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

不是出租人的实际投资报酬率。当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和

租赁合同利率均无法知悉时，应选取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也低于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也不是出租人的

实际投资报酬率。这两种利率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都不能

反映承租人融资租赁的实际筹资成本。

当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低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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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销售价格为 205万元，超过原值，不符合免税条件，应当

缴纳增值税。其差额率为：V=（205-200）衣205伊100%=2.44%。

由于差额率为 2.44%，大于平衡差额率 2.12%，故应选择此

方案。按此销售的收益额是 193.84万元。

三、销售价格法

当售价超过原值时的净收益与售价不超过原值时的最大

净收益相等，这时的售价为平衡销售价格。企业在进行纳税筹

划时应当选择超过平衡销售价格的方案。

1. 仅考虑增值税的平衡销售价格。当扣除增值税后的销

售价格等于机动车原值时，即：S-S衣（1+T）伊T伊50%=P，平衡

销售价格 S鄢=2伊（T+1）衣（T+2）伊P。当 T为 4%时，平衡销售

价格 S鄢=1.019 6P。

2. 综合考虑增值税与附加税费的平衡销售价格。假定城

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 T1，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为 T2 ，则扣除增

值税以及附加税费后的销售价格等于固定资产原值时：S-S衣

（1+T）伊T伊50%伊（1+T1+T2）=P，平衡销售价格 S鄢=｛2伊（T+

1）衣［2T-T伊（1+T1+T2）+2］｝伊P。当 T为 4%，T1为 7%，T2为

3%时，平衡销售价格 S鄢=1.021 6P。

仍以上例资料：平衡销售价格 S鄢=204.32（万元）。方案 1：

如果将该设备销售给 A企业，销售价格为 199万元，低于原

值，符合出售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的免税条件，所获收益为

192.73万元。方案 2：如果将该设备销售给 B企业，销售价格

为 202万元，超过原值，小于平衡销售价格 204.32万元，所获

收益为 191.88万元，故放弃此方案。方案 3：如果将该设备销

售给 C企业，销售价格为 205万元，大于平衡销售价格 204.32

万元，所获收益为 193.84万元，故选择此方案。

四、纳税筹划方法比较

升值率法与差额率法，是企业事先应用公式确定升值率

或差额率的平衡值，当得知各种方案的销售价格后分别计算

各种方案的升值率与差额率，再与平衡值进行比较，来确定最

优方案。而销售价格法，是企业事先根据所要销售的固定资产

状况计算出平衡值，当得知各种方案的销售价格后，直接与平

衡销售价格进行比较，确定最优方案。通过比较可以看出，销

售价格法不用计算各种方案的比率，并且更具有超前性，因而

可以降低纳税人的筹划成本，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在相同条

件下，销售价格法是纳税人的最优选择。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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