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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上，省略拨付过程中的省级环节，建

立从中央到县的直接连接网络，当然这

种直接网络的有效建立有赖于政府工

作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的提升，而当前

日渐成熟的大数据处理技术显然可以

大有作为。

政策建议

在对财政转移支付监督制度问题

的研究上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财政转移支付监督制度的问题必然关

联到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本身的不足之

处，进而关联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进

债券增值税问题研究
程莉 

息，在转让前是不征收营业税的，转让

时才将持有期间的利息加到债券的价

差上。营改增之后，将持有债券期间的

利息，按照贷款缴纳增值税，实际是取

消了持有期间不征税的规定。《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 36 号

文）附件一《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

产注释》规定 ：“各种占用、拆借资金取

得的收入，包括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

到期）利息（保本收益、报酬、资金占用

费、补偿金等）收入、信用卡透支利息

收入、买入返售金融商品利息收入、融

营改增之后，债券持有期间的利息

要缴纳增值税，债券买卖的价差也要缴

纳增值税。那么，持有期间的利息，是

实际收到才缴纳增值税，还是计提时就

缴纳增值税？买卖债券的价差要缴纳增

值税，价差按照交易的全价计算还是按

照净价计算？上述问题，现行法规还没

有明确的规定。我们根据有关的法规，

进行分析，以期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

营业税和增值税对债券持有期间

利息征税的不同规定

在营业税时，债券持有期间的利

程的全局。针对财政转移支付监督制度

运行过程中的问题，必须标本兼治，立

足长远，用系统化的思维去思考并最终

解决问题。

对此，一是建议尽快制定《财政监

督法》，为《转移支付监督法》的制定奠

定基础 ；二是建议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

方以及政府与市场这两大关系，正视各

类利益诉求的冲突，用实证数据与动态

最优选择理论去寻找横纵向的平衡，从

而建立基于数据与理论科学的财政转移

支付制度 ；三是建议将制度执行的自

由裁量权空间与监督难易程度纳入转

移支付制度的初始设计框架，绝不制定

难以被监督、容易被钻漏洞的空想化制

度 ；四是建议克服监督制度的粗线条化

弊病，将侧重点放在对具体问题的应对

上 ；五是建议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决策、

执行与监督的各个环节进行充分的信息

公开，让阳光照进制度，促使转移支付

制度与其监督制度间形成良性互动，使

各方的博弈均衡走向合意的目标 ；六是

建议提升制度制定者、执行者与监督者

的现代科学素养与道德修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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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融券取得的利息收入，以及融资性售

后回租、押汇、罚息、票据贴现、转贷

等业务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质的收入，

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也就是说，

营改增之后，债券持有期间（含到期）

的利息即使不转让债券，也要按照贷款

缴纳增值税。

债券利息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计提还是收到

既然债券持有期间（含到期）的利

息收入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那

么，如何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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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选择 ：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时、实

际收到时。计提时，实际又有两种方法 ：

一是每月或每季计提，二是根据债券发

行方公告中表明的付息时间。

关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36 号文

附件一第 45 条的原则规定是 ：“纳税

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售款项或者

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 ；先开

具发票的，为开具发票的当天。”“收讫

销售款项，是指纳税人销售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

项。”“取得索取销售款凭证的当天，是

指书面合同确定的付款日期 ；未签订书

面合同或书面合同未确定付款日期的，

为服务、无形资产转让完成的当天或者

不动产权属变更的当天。”

就债券利息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而言，可以在收到利息时，也可以在根

据债券发行公告应支付利息时。如果

在购买债券时，债券持有人就先取得利

息，则在实际取得利息收入的当天，就

发生纳税义务。如果实际收到利息的时

间，晚于计提或按照公告应支付利息的

时间，建议以计提时间作为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债券的利息，一般是半年付息

一次或一年付息一次，在债券发行公告

中往往会明确。因此，债券发行公告中

约定的付息时间，就是合同约定的付款

时间，就是债券利息收入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尽管利息是半年支付或一年支

付，但是债券持有人往往在持有期间，

每月或每季都计提利息收入。计提利息

收入时，严格地讲，没有发生纳税义务，

但是如果为了避免与主管税局发生分

歧，或者为了便于财务核算，也可以在

计提时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缴纳增

值税。

因此，根据 36 号文关于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的规定，确定债券利息纳税义务

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是 ：债券发行公告

约定的付息时间、计提利息时间、实际

收到时。哪个早，按照哪个确定。

债券买卖价差如何计算

——全价还是净价

营改增之前，实际是按照全价计

算债券价差。营改增后，全价还是净

价，与持有期间利息取得有关。根据

问题探讨

36 号文附件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有关事项的规定》，“金融商品转让，

按照卖出价和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

额”，“金融商品的买入价，可以选择按

照加权平均法或者移动加权平均法进

行核算，选择后 36 个月内不得变更”。

36 号文中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到底是

包含利息的全价还是不包括利息的净

价，实际与持有期间利息如何纳税有

关，核心原则应是不重征、不漏征，既

不要因重复征税多缴税，也不要因少

算计税依据少缴税。基于此，如果债券

持有期间，按照计提而不是实际收到

的利息缴纳增值税，则应按照净价计

算价差。如果债券持有期间，在实际收

到利息时，才缴纳增值税，应按照全价

计算价差。持有期间按照计提利息纳

税，按净价计算价差。假定 A 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在一级市场购买 B 公司按

照面值发行的债券 100 元，年息 12%，

半年付息一次。A 公司每月计提 1 元钱

利息，并交纳了增值税。A 公司在 5 月

1 日，将债券按照 105 元的价格卖出，

105 元中包括利息 4 元，净价是 101 元。

那么计算价差时，只能是按照净价 101

元与购入价 100 元计算。如果按照全价

105 元计算，则将已经缴纳增值税的利

息，再次计入价差中，就重复征税了。

持有期间按照收到利息纳税，按全价

计算价差。还是以上面的 A 公司为例，

如果持有期间计提的利息 4 元没有缴

纳增值税，则在计算价差时，应按照全

额 105 元与购入价 100 元计算价差。如

果还按净价计算价差，则计税依据少

算了 4 元。

总之，债券利息的增值税问题，在

现行法规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下，根据不

重征、不漏征的原则，确定自己的缴纳

方法，可以有效地控制少缴税和多缴税

的风险。

（作者单位：大连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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