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会计准则和税法关于融资租赁处理的差异

1. 承租人融资租入资产入账价值确认的差异。会计准则

规定，租赁期开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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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规定，

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照租赁协议或者合同确

定的价款加上运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以及投入使用

前发生的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等费用之后的价值计价。两者

存在明显差异：会计准则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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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则对承租人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计价不考虑最低

租赁付款额现值。

例1：2007年1月，A公司以融资租赁方式从B公司租入一

台设备，该设备成本为510 000元（假定与公允价值相同），合

同规定A公司每年年末应支付租金118 708元，租赁期限5年，

租赁期满该设备归A公司所有，B公司租赁内含利率为6豫。

（1）A公司会计处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为

510 000元，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为500 000元［118 708伊（P/

A，6%，5）］，以两者中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因此

确认租赁资产的入账价值为500 000元，最低租赁付款额为

593 540元（118 708伊5），未确认融资费用为93 540元（593 540原

500 000）。会计分录为：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500 000元，未确认融资费用93 540元；贷：长期应付款———应

付融资租赁款593 540元。租赁期满，借：固定资产———专用

设备500 000元；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产500 000

元。

（2）税法规定，对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应按

照租赁协议确定的价款计价，该租入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为

593 540元（118 708伊5），将来租赁期满该设备的入账价值也

为593 540元。会计和税务处理出现差异93 540元。对此差异应

设置台账进行记录，并对以后各期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进行序

时调整。

2. 承租人未确认融资费用处理规定的差异。会计准则规

定，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

认当期的融资费用并进行分摊。税法规定 ，融资租赁发生的

租赁费不得直接扣除，承租方支付的手续费以及安装交付使

用后支付的利息等可在支付时直接扣除。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会计准则要求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计

入财务费用或在建工程予以资本化。税法则规定融资租赁的

租赁费不得直接扣除。对此差异，企业应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

报时进行纳税调整。仍以上面的资料，可编制如下未确认融资

费用摊销表（单位：元）。

2007年12月31日，A公司支付第一期租金应作如下会计

处理：借：长期应付款———应付融资租赁款118 708元；贷：银

行存款118 708元。借：财务费用———利息30 000元；贷：未确认

融资费用30 000元。

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进行纳税调整，将计入

财务费用的未确认融资费用30 000元调增应纳税所得额，以

后各年年底支付租金和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均按此进行会

计和税务处理。

3. 出租人租赁收入处理规定的差异。会计准则规定，租

赁期开始日，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

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

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余值

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未实现融

资收益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配，出租人应当采用

会计准则与税法中租赁业务处理规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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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规定了企业对租赁业务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我国税法中也有关于租赁业务如

何纳税的规定，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本文针对融资租赁、经营租赁、售后租回对此差异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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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而现行税法对融资租

赁业务发生后，出租人如何确认租赁收入以及配比成本没有

做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对税法进行补充完善，根据确定

性原则，规定出租人应在收取租金的权利成立时确认租赁收

入，并按配比原则结转相应的融资租出固定资产成本。

仍以上面的资料，2007年1月，B公司对应收融资租赁款

以及未实现融资收益确认的会计处理为：借：长期应收

款———应收融资租赁款593 540元；贷：融资租赁资产500 000

元，未实现融资收益93 540元。

2007年12月，收到第一期租金时，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

款118 708元；贷：长期应收款———应收融资租赁款118 708

元。借：未实现融资收益30 000元；贷：租赁收入30 000元。

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进行纳税调整，在收到

租金时确认租赁收入118 708元，同时按配比原则结转相应的

融资租出固定资产成本100 000元（500 000衣5）。

4. 未担保余值处理规定的差异。有证据表明未担保余值

已经减少的，应当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将由此引起的租赁

投资净额的减少计入当期损益。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赁

投资净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认融资收入。已确认

损失的未担保余值得以恢复的，应当在原已确认的损失金额

内转回，并重新计算租赁内含利率，以后各期根据修正后的租

赁投资净额和重新计算的租赁内含利率确认融资收入。税法

则要求遵循确定性原则，对会计担保余值不允许作税前扣除。

二、会计准则和税法关于经营租赁处理的差异

1. 经营租赁承租人业务处理的差异。会计准则规定，对

于经营租赁的租金，承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

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承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

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应当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

期损益。税法规定，纳税人以经营租赁方式从出租方取得固定

资产，其符合独立纳税人交易原则的租金可根据受益时间，均

匀扣除，但税前扣除应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即纳税人应在

费用发生时而不是实际支付时确认扣除）、配比原则（即纳

税人发生的费用应在费用应配比或应分配的当期申报扣除）、

相关性原则（即纳税人可扣除的费用从性质和根源上必须与

取得应税收入相关）等原则。两者相比较，可以发现对于经营

租赁的租金，承租人在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上可以一致，即在

租赁期内将租金按照直线法平均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

益。

例2：2007年1月，A公司与B公司签订一项租赁合同，租用

B公司一栋办公楼，租期两年，年租金180 000元，租赁开始日

A公司支付租金总额的50豫，以后分别在2007年年底和2008年

年底各支付25豫，租赁期满，B公司收回办公楼。

2007年1月，A公司会计处理为：借：其他应收款180 000

元；贷：银行存款180 000元。

2007年年底，A公司会计处理为：借：管理费用180 000元；

贷：其他应收款180 000元。借：其他应收款90 000元；贷：银行

存款90 000元。

2008年年底，A公司会计处理为：借：其他应收款90 000

元；贷：银行存款90 000元。借：管理费用180 000元；贷：其他

应收款180 000元。

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和配比原则，每年应对租金支出按

直线法进行摊销，即每月分摊15 000元（180 000衣12）。由于会

计和税法规定一致，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对上述会

计处理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

2. 经营租赁出租人业务处理的差异。对于经营租赁的租

金，出租人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确认为当期

损益。出租人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

金应当在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而税法则要求根据确定

性原则，按照租赁合同规定的时间确认收入。会计和税法的规

定不一致，可能会出现差异，应进行纳税调整。

仍以上面的资料，2007年1月，B公司会计处理为：借：银

行存款180 000元；贷：其他应付款180 000元。

2007年年底，B公司会计处理为：借：其他应付款180 000

元；贷：租赁收入180 000元。借：银行存款90 000元；贷：其他

应付款90 000元。

2008年年底，B公司会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90 000元；

贷：其他应付款90 000元。借：其他应付款180 000元；贷：租赁

收入180 000元。

即会计上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确认租赁收入180 000

元，税法则要求B公司在2007年和2008年分别确认租赁收入

270 000元和90 000元。会计和税务处理出现时间性差异，在

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进行纳税调整，2007年应增加应纳税所

得额90 000元，2007年应减少应纳税所得额90 000元。

三、会计准则和税法关于售后租回处理的差异

会计准则规定，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将售后租回交易认

定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融资租赁的，

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予以递延，并按照该项

租赁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售后租

回交易认定为经营租赁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予以递延，并在租赁期内按照与确认租金费用一致的方

法进行分摊，作为租金费用的调整。但是，有确凿证据表明售

后租回交易是按照公允价值达成的，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税法规定，企业以销售方式转让

其生产、开发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又通过租赁方式从买

受人处租回该资产的，企业无论采取何种租赁方式，均应将售

后租回业务分解为销售和租赁两项业务分别进行税务处理。

企业销售或转让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的收入与该被转让的不动

产所有权相关的成本、费用的差额，应作为业务发生当期的损

益，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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