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渝租赁】融资租赁

行业税收政策演变及税务困境

1981年中国东方国际租赁公司的成立拉开了融资租赁行业在我国的

序幕。近年来，融资租赁业蓬勃发展，融资租赁公司更是雨后春笋般成

立，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的行业，尚不完善的税收政策正备受关注。

一、营改增前融资租赁行业的税收政策

（一）税收政策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税目注释（试行稿）>的通知》

（国税发〔1993〕149 号）文规定，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

权转移特点的设备租赁业务。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型

号、性能等条件购入设备租赁给承租人，合同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出租

人，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承租人有权按残值购

入设备，以拥有设备的所有权。国税发〔1993〕149 号文同时规定凡融

资租赁，无论出租人是否将设备残值销售给承租人，均按“金融保险业”

征收营业税。

1995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1995】76 号文）对《营业税税目注释》中的融资租

赁进行了补充，根据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经营主体的区别，将融资租赁销



售额分别按“金融保险业”和“服务业”缴纳营业税，具体规定如下：

《营业税税目注释》中的“融资租赁”，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

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其他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

务应按“服务业”税目中的“租赁业”项目征收营业税。

2000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0〕514 号）再次根据融资租赁业务的经营主体的区别将

从事融资租赁取得的收入划分为“营业税”和“增值税”纳税，其具体

规定如下：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

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租方，均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征收

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

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补充通知》

（国税函【2000】909 号）文规定：对经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的经

营融资租赁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与经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的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内资企业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同等

对待，按照融资租赁征收营业税。因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

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514 号）的有关规定，同

样适用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和

外国企业从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2004 年，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又



联合发布了商建发【2004】560 号文，该文规定原国家经贸委、外经贸

部有关租赁行业的管理职能和外商投资租赁公司管理职能划归商务部。

故国税函【2000】514 号文的有关规定，同样适用于商务部批准经营融

资租赁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

（二）计税基础

融资租赁业务营业税计税依据的确定主要依据“财税字

【1999】183 号”及“财税【2003】16 号”：经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

部和国家经贸委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以

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除出租方承担的

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以上所称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包括由出租方承担的货物的购入价、

关税、增值税、消费税、运杂费、安装费、保险费和贷款的利息（包括

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



国试点。

37号文造成售后回租企业税负急剧增加，售后回租业务一度冰封，

为了促进融资租赁业务的发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随即颁布了《关

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3〕106 号），同时全文废止财税【2013 年】37 号文。

（一）基本规定

1.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

点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

外费用，扣除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以及对外支付的借款

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后的余额为销

售额。

试点纳税人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

款本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

2.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纳

税人，提供除融资性售后回租以外的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以收取的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的借款利息（包括外汇借款和人民币借

款利息）、发行债券利息、保险费、安装费和车辆购置税后的余额为销

售额。

（二）适用主体

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

纳税人，以及商务部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



准的，且注册资本达到 1.7亿元的，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

（三）适用税率

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 17%。

（四）税收优惠

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

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在 2015年

12月 31日前，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政策。商务部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的从

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2013 年 12月 31日前

注册资本达到 1.7亿元的，自 2013年 8月 1日起，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2014年 1月 1日以后注册资本达到 1.7亿元的，从达到该标准的次月

起，按照上述规定执行。

三、融资租赁企业目前的税务困境

（一）“营改增”后融资租赁业务的实际税负不减反增。

“营改增”税制改革之前，融资租赁业务缴纳营业税实行差额纳税，

即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除出租方承

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税率为 5%。“营改增”

税制改革以后，融资租赁业务虽然也是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

除相关成本费用的余额为销售额，但税率为 17%，大大增加纳税人经营



的融资租赁业务的实际税负。 

（二）“营改增”之后可进行销售额差额扣除的成本类别过少

融资租赁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出租方的租赁企业需要大量的

资金作为支撑，仅依靠单一的银行借款这一融资渠道已经无法满足租赁

企业的资金需求。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对境外贷、资产证券化等融资

渠道的开放和支持，租赁企业可以选择多元化的融资方案。于此同时，

租赁企业也会面临多样化的融资成本，如内保内贷的保函费、资产证券

化的手续费、银行保理的保理费用等。但这些融资的成本费用并不包含

在财税【2013】106 号文所列明的可扣除的费用类别之内，各地方税务

局普遍的做法是只允许扣除财税【2013】106 号文列明的成本费用，从

而变相增加租赁企业的融资成本。

（三）支付银行的贷款利息抵扣困难

租赁企业因融资渠道多样化，有些费用类别不能满足财税

【2013】106 号文规定而无法扣除，但作为 106号文明确规定可以扣除

的银行利息在实际扣除中也出现困境。财税【2013】106 号文规定从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价款，应当取得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税

务总局规定的有效凭证。否则，不得扣除。其中支付给境内单位或者个

人的款项，以发票为合法有效凭证。但银行并不能提供利息发票、只有

利息回单，而国税总局没有明确银行利息回单是否为合法有效凭证，各

地执行不一，导致银行贷款利息难以抵扣。

（四）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难以享受



财税［2013］106 号文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

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

资租赁服务，在 2015年 12月 31日前，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本规定所称增值税实际税负，

是指纳税人当期提供应税服务实际缴纳的增值税额占纳税人当期提供应

税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从理论上来看，该项税收优

惠政策可以通过即征即退的方式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是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却难以实现，因为计算实际税负的分母包含了租赁资产的本

金，但融资租赁中，租赁资产的本金一般都比较大，从而扭曲了租赁企

业的实际税负。以一笔租赁设备本金为 100万元，未实现融资收益为

13万元的售后回租为例，租赁期假设为 1年，与该项目配套的银行借

款为 50万，利率 5.6%。则按照财税【2013】106 号文的规定计算的实

际税负为：（13-50*5.6%）*17%/113=1.5%，即使无银行借款等成本，

按此规定计算出的实际税负也只有 2%。故按照财税【2013】106 号文的

规定计算出的实际税负很难达到 3%，使得该优惠政策难以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