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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又称金融租赁或财务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

租人对供货人和租赁标的物的选择，由出租人向供货人购买

租赁标的物，然后租给承租人使用。改革开放以来，融资租赁

企业在我国快速发展，目前我国具有国家承认资质的融资租

赁企业超过了 150家。2009年 1月 1日，我国增值税由原来

的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这对融资租赁企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为

此，2010 年 9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 2010 年第 13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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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第 13号公告”），该公告明确了融资性售

后回租业务的性质，规范了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承租方的涉

税处理。

一、第 13号公告的基本内容

1援 界定了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性质。第 13号公告明

确指出，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是融资租赁业务的一种。融资租

赁中，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出租人并没有承担与所有权相

关的风险和报酬，而是由承租人承担。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

承租方出售资产时，资产所有权以及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

部风险和报酬并未完全转移，承租方仍然承担了与所有权相

关的风险和报酬，因此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实质上也是融资

租赁业务。

2援 明确了承租方不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第 13号公告

强调，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

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承租方出

售资产时，由于资产所有权以及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

险和报酬并未完全转移，因此出售和售后租回在税务处理上

仍然视为同一项交易，不区分出售和租赁两笔业务进行税务

处理，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但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仅是

相对于承租方而言，对于出租方（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

企业）仍然需要按照融资租赁业务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3援 阐明了承租人的企业所得税税务处理方法。对承租人

出售资产的行为，不确认销售收入；对融资性租赁的资产，仍

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

4援 强调了政策的效力。第 13号公告自 2010年 10月 1日

起施行。此前因与该公告规定不一致而已征的税款予以退还。

二、第 13号公告对涉及融资租赁业务企业的影响

2009年 1月 1日，我国增值税由原来的生产型转为消费

型，企业新购入的设备可直接抵扣增值税，这项措施减轻了绝

大多数企业的纳税负担。但涉及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是一个

例外，主要原因是《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对融资租

赁行为是否“视同销售”并未明确，所以企业从融资租赁公司

租赁的机器设备中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从销项税额

中抵扣。这使得企业成本上升，造成许多企业暂缓或取消同融

资租赁公司的合作。

例如，A公司想购买一台价值 1 000万元的机器，如果直

接从设备制造商处购买，可以抵扣增值税 170万元（假设增值

税税率为 17%）。如果 A公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从融资租赁

公司购买，由于融资租赁公司从事金融行业主要缴纳营业税，

不能向承租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 A公司无法抵扣

170万元的增值税。2009年增值税转型后，不少企业不再采用

融资租赁方式购买设备，即使一些资金紧张的企业在更新设

备方面也选择了暂时“按兵不动”，这严重影响到融资租赁行

业的健康发展。

第 13号公告的及时出台可以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根据

第 13号公告，如果 A公司选择通过融资性售后回租方式取

得设备，A公司先购进设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抵扣

170万元的增值税，然后销售给融资租赁公司，由于资产所有

权以及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并未完全转移，

因此出售和售后租回在税务处理上仍然视为同一项交易，不

区分出售和租赁两笔业务进行税务处理，即 A公司不缴纳增

值税，只需每年支付给融资租赁公司租金即可。可见，第 13号

公告解决了承租方通过原有融资租赁方式购进设备不能抵扣

增值税的问题，不但有利于融资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

解决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有利于企业的设备更新。

三、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承租方的会计处理与纳税调整

1援 承租方的会计处理。对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规定，卖主（承租人）售出

国税总局 2010年第 13号公告解读

—谈融资性售后回租承租方的会计与税务处理

王玉娟

渊北 京 经 济 管 理 职 业 学 院 北 京 100102冤

【摘要】2010年 9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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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介绍了该公告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其对相关企业的涉税影响，同时对承租方的会计处理和纳税调整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融资性售后回租 会计处理 纳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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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价格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利润在会计上未实

现，卖主应将售价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予以递延，并按该项

租赁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承租人

应在租赁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

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加上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

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律师费、

差旅费和印花税等初始直接费用，作为租入固定资产的入账

价值。下面举例说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承租方的会计处理。

例：2009年 12月 20日，华兴公司购进一条数控系统生

产线，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生产线不含税价为 2 600 000

元，增值税 442 000元。2009年 12月 31日，华兴公司将该生产

线以 3 200 000元的价格销售给融资租赁公司新星公司，该生

产线的公允价值为 3 200 000元，租赁期为 3年，合同规定每

年末支付租金 1 200 000元，期满生产线归华兴公司所有，租

赁内含利率为 8豫。该设备的预计使用年限为 3年，税法规定

电子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3年。假定会计与税法均预计无残值，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分析：

（1）2009年 12月 20日取得设备时：借：固定资产 2 6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42 000；贷：银行存款

3 042 000。

（2）2009年 12月 31日结转出售固定资产的成本：借：固

定资产清理 2 600 000；贷：固定资产 2 600 000。

（3）2009年 12月 31日向新星公司出售生产线：借：银行

存款 3 200 000；贷：固定资产清理 2 600 000，递延收益———未

实现售后租回损益（融资租赁）600 000。

（4）2010年每月确认应分摊的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未

实现售后租回收益分摊表如表 1所示。2010年每月确认的应

分摊的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200 000衣12=16 667（元）。借：递

延收益———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融资租赁）16 667；贷：制造

费用———折旧费 16 667。

2011年、2012年每月确认的应分摊的未实现售后租回损

益与 2010年相同。

（5）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每期租金的年金现值之和=

1 200 000伊（P/A，3，8%）=3 092 520（元），最低租赁付款额的

现值（3 092 520元）大于租赁资产公允价值的 90%，满足融资

租赁的第四条判断标准“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

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公允价值（大

于等于 90豫）；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的现

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大于等于

90豫）”。因此，华兴公司应当将该项租赁认定为融资租赁。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3 092 520元）小于租赁资产的

公允价值（3 200 000元），根据孰低原则，租赁资产的入账价

值应为其折现值 3 092 520元。

2010年 1月 1日，租入数控系统生产线：在租赁期内采

用实际利率法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如表 2所示。未确认融资

费用=最低租赁付款额-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3 600 000-

3 092 520=507 480（元）。借：固定资产———融资租入固定资

产 3 092 520，未确认融资费用 507 480；贷：长期应付款———

应付融资租赁款 3 600 000。

（6）2010 年 12 月 31 日支付第一期租金：借：长期应付

款———应付融资租赁款 1 200 000；贷：银行存款 1 200 000。

2011年、2012年支付租金的会计处理与 2010年相同。

（7）2010年 1耀12月，每月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借：财务费

用 20 616.80（247 401.60衣12）；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20 616.80。

2011 年、2012 年每月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会计处理同

2010年。

（8）2010年 1耀12月，每月计提租赁资产折旧：融资租入固

定资产折旧的计算如表 3 所示。借：制造费用———折旧费

85 894.74（1 030 736.92衣12）；贷：累计折旧 85 894.74。2011

年、2012年每月计提折旧的会计处理同 2010年。

（9）租赁期届满，2012年 12月 31日，将该生产线退还华

兴公司：借：累计折旧 3 092 520；贷：固定资产———融资租入

固定资产 3 092 520。

2援 承租方的纳税调整。

（1）折旧费用的纳税调整。第 13号公告规定，对融资租赁

资产，仍按承租人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规定，在租赁期开始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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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1.1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合 计

0

0

3 092 520

3 092 520

33.33%

33.33%

33.34%

100.00%

1 030 736.92

1 030 736.92

1 031 046.16

3 092 520.00

1 030 736.92

2 061 473.84

3 092 520.00

3 092 520.00

2 061 783.08

1 031 046.16

0

固定资
产净值

累计折旧当年折旧费折旧率
固定资
产原价

估计
余值

日 期

表3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折旧计算表（直线法） 单位院元

2010.1.1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合 计

1 200 000

1 200 000

1 200 000

3 600 000

247 401.60

171 193.73

88 884.67

507 480.00

952 598.40

1 028 806.27

1 111 115.33

3 092 520.00

3 092 520.00

2 139 921.60

1 111 115.33

0

应付本金余额
期末虞=期初虞-榆

应付本金减少额
榆=于-盂

确认的融资费用
盂=期初虞伊8%

租金
于

日期
淤

表2 融资费用分摊表（实际利率法） 单位院元

2010.1.1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合 计

3 200 000

3 200 000

2 600 000

2 600 000

36个月
33.33%

33.33%

33.34%

100%

200 000

200 000

200 000

600 000

600 000

400 000

200 000

0

未实现售后
租回损益

摊销额分摊率摊销期
固定资产
账面价值

售 价日 期

表1 未实现售后租回收益分摊表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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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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税法并未要求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而是采

用相对简化的处理方式，以出售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

这比会计准则的规定更直观、简单。

上例中，会计上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按照最低租赁付

款额的现值 3 092 520元确认，但是税法上该固定资产的计税

基础按照出售前原账面价值 2 600 000元确认，由此造成会计

和税法 2010 年到 2012 年每年计提的折旧不同。2010 年到

2012年会计计提折旧金额分别是 830 736.92元（1 030 736.92-

200 000）、830 736.92元（1 030 736.92-200 000）、831 046.16

元（1 031 046.16-200 000），2010年到 2012年税法允许计提

的折旧金额分别是 866 666.67元（2 600 000衣3）、866 666.67

元、866 666.66元。因此，2010年到 2012 年应当分别在会计

利润基础上作纳税调减 35 929.75元、35 929.75 元、35 620.5

元。

（2）融资利息的纳税调整。第 13号公告规定，租赁期间，

承租人支付的属于融资利息的部分，作为企业财务费用在税

前扣除。《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规定，未确认融资

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进行分摊。承租人应当采取实

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可以看出，在售后回租业

务中，第 13号公告允许承租人将支付的高于售价的部分相当

于承租人融资所负担的融资利息作为财务费用在税前一次扣

除，而会计上需要以实际利率法计算融资利息并在租赁期分

期摊销。因此，第 13号公告规定的处理方法比会计准则的简

单，但是造成税法和会计的差异。

上例中，按照第 13号公告在 2010年确认税法上的融资

利息的金额为 400 000元（1 200 000伊3-3 200 000），税法上

允许作为财务费用一次扣除，2011年和 2012年不再扣除。按

照会计准则 2010年到 2012年以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的财务

费用分别为 247 401.60元、171 193.73元、88 884.67元（见表

2）。因此，2010年应当在会计利润基础上纳税调减 152 598.4

元，2011年和 2012 年应当在会计利润基础上分别纳税调增

171 193.73元、88 884.67元。

综上所述，第 13号公告很好地解决了按原有融资租赁方

式取得的货物无法进行增值税抵扣的问题，减轻了企业的税

负，促进了融资租赁企业的发展，同时按照笔者所述的方法，

企业可以顺利完成相关会计处理和纳税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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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注册会计师《税法》考试有这样一道综合题：

某有机化肥生产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其生产的化

肥一直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该企业所生产化肥既作为最终

消费品直接销售给农业生产者，又作为原材料销售给其他化

工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假定销售给农业生产者和其他

化工企业的比例为 3颐7，每吨化肥的不含税售价为 2 500元、

成本为 1 755元（含从“进项税额转出”转入的 255元）。该企

业生产化肥的原材料均从一般纳税人处采购并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

近日，该企业的总经理与甲会计师事务所某注册会计师

会谈，期间讲了是否放弃享受的增值税免税优惠的问题。为提

请董事会讨论这一问题并作决策，总经理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请注册会计师对于一些问题给予回答。总经理所提问题如下：

（1）对销售给农业生产者和化工企业的化肥，放弃免税优

惠与享受免税优惠相比，增值税的计算有何区别？

（2）以 100吨化肥（30吨售给农业生产者，70吨售给化工

企业）为例，分别计算免税销售、放弃免税销售情况下这 100

吨化肥的毛利，从而得出放弃免税销售是否更为有利？（说明：

因农业生产者为非增值税纳税人，放弃免税后，为不增加农民

负担，销售给农业生产者的化肥含税售价仍为 2 500元/吨，

增值税免税权放弃与否的筹划思考

姚鹿鸣

渊厦 门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厦 门 361005冤

【摘要】本文通过对2010年注册会计师《税法》考试一道综合题的分析和解答，结合对相关政策的介绍，解释了题中涉

及的某些特殊企业放弃增值税免税权的税务筹划问题。此外，本文还阐述了笔者从这道综合题中体会到的注会考试变化趋

势的一些信号。

【关键词】增值税 免税权 税法 税务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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