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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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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时，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入账价值，用使最低租赁付款

额现值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相等的折现率作为未确认融资费

用的分摊率。依例，25伊P/A（r，3）+3伊P/F（r，3）=65，求得 r=

9.51%，即为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的临界值。上述等式忽略了

公允价值 65 万元中的承租人担保以外的资产余值部分

2.096万元（2+0.096），无论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是

否低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公允价值 65万元中的资产余值

5.096万元在租赁期内都会存在，因此，承租人支付租金和承

担担保责任取得的租赁资产价值（即最低租赁付款额）只应是

公允价值扣除承租人担保外的资产余值现值部分，而不应是公

允价值的全部。即，25伊P/A（r，3）+3伊P/F（r，3）=65-2.096伊P/F

（r，3），求得 r=10.844 8%。这个折现率实质上是承租人融资租

赁的实际筹资成本，姑且称之为承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3援 不同折现率的使用。由于承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跃出

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跃租赁合同利率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所以，以承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计算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

值约以出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计算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约

以租赁合同利率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现值。一旦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小于临界值，则以出租人租赁

内含利率、租赁合同利率、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最低租赁

付款额现值都将大于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会计准则，应

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用使最低

租赁付款额现值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相等的折现率作为未确

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但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只应是公允价

值扣除承租人担保外的资产余值现值部分，因此这种情况下

应改进为以承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以最低租赁

付款额现值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用承租人的租赁内含

利率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反映承租人所实际负担

的融资费用。

同理，当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小于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时，也可同样改进，这样不仅真正反映了承租人所实际负担的

筹资成本，也大大简化了实际操作，不用对折现率进行优序选

择，只需求出承租人自己的租赁内含利率便可满足全部会计

处理，而且相关资料在租赁合同中都能取得。

三、融资租赁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1. 确认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承租人相关的担保余值为

3万元；承租人租赁内含利率为 10.844 8%；最低租赁付款额

现值=25伊P/A（10.844 8%，3）+3伊P/F（10.844 8%，3）=63.46

（万元）；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63.46

（万元）；未确认融资费用=最低租赁付款额-租入资产的入账

价值=（25伊3+3）-63.46=14.54（万元）。

据此，租赁开始日会计分录编制如下：借：固定资产———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634 600元，未确认融资费用 145 400元；

贷：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780 000元。

初始直接费用的会计处理：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

定资产 5 400元；贷：银行存款 5 400元。

2援 确认融资费用分摊额。以承租人的租赁内含利率

10.844 8%作为分摊率，按实际利率法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

编制摊销表（单位：万元）。

3. 每年年末支付租金时确认融资费用。支付租金时，借：

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250 000元；贷：银行存款

250 000元。同时确认融资费用：借：财务费用 68 800元；贷：

未确认融资费用 68 800元。3年共支付租金 75万元（25伊3），

即“长期应付款”借方累计 75万元，抵减贷方最初入账额 78

万元后，贷方余额为 3万元，正好为承租人的担保余值 3万

元。未确认融资费用经过 3年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账户贷

方累计发生 14.54万元，正好是借方最初入账额 14.54万元。

4援 租赁期内计提折旧的会计处理。租赁期为 3年，按平

均年限法从租赁次月开始计提折旧。计提折旧的资产原值为

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总额 64万元（63.46+0.54），租赁期末残

值为承租人的担保余值 3万元。编制折旧计算表（单位：元）。

从租赁次月开始计提折旧，分录如下：借：制造费用———

折旧费 16 944元；贷：累计折旧 16 944元（203 333衣12）。最后

一月调整尾差。

5援 租赁期满的会计处理。租赁期满，返还租赁资产。如果

承租人尽到妥善保管和正常使用职责，担保余值仍全额存在，

则注销资产和担保余值。分录如下：借：长期应付款———应付

融资租赁款 30 000元，累计折旧 610 000元；贷：固定资

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640 000元。

如果承租人未尽到妥善保管和正常使用职责，担保余值

未全额存在，则应补付出租人差额部分。假设损失 2万元，则

需注销资产，同时支付款项弥补出租人损失；借：制造费用

20 000元；贷：银行存款 20 000元。如果租赁期满承租人决定

享受以优惠价 1万元购买设备，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

租赁款 30 000元，累计折旧 610 000元；贷：固定资产———融

资租入固定资产 640 000元。

同时：借：固定资产———生产用固定资产 10 000元；贷：

银行存款 10 000元。并按生产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如果承

租人在租赁开始日就确定行使留购选择权，其订立的购买价

款就是对租赁期末全部残值的取得，应计入最低租赁付款额。

其他处理原理相同。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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