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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法规政策摘登（四则）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租

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

一、政策内容及适用范围

（一）对融资租赁出口货物试行退税政策。对融资租赁企业、

金融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以下统称融资租赁出租方）,

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境外承租人且租赁期限在5年（含）以上,

并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的货物,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						

政策。

融资租赁出口货物的范围,包括飞机、飞机发动机、铁道机

车、铁道客车车厢、船舶及其他货物,具体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0 号）第

二十一条“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

（二）对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试行退税政策。对融资租赁

出租方购买的,并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境内列名海上石油天然气

开采企业且租赁期限在5年（含）以上的国内生产企业生产的海洋

工程结构物,视同出口,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政策。

海洋工程结构物范围、退税率以及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

的具体范围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

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2]39 号）有关规定执行。

（三）上述融资租赁出口货物和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不包

括在海关监管年限内的进口减免税货物。

二、退税的计算和办理

（一）融资租赁出租方将融资租赁出口货物租赁给境外承租方、

将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租赁给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向

融资租赁出租方退还其购进租赁货物所含增值税。融资租赁出口

货物、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以下统称融资租赁货物）属于消

费税应税消费品的,向融资租赁出租方退还前一环节已征的消费

税。

（二）计算公式为：

增值税应退税额=购进融资租赁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

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融资租

赁货物适用的增值税退税率

融资租赁出口货物适用的增值税退税率,按照统一的出口货

物适用退税率执行。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的按简易办法征税

的融资租赁货物和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融资租赁货物,其适用

的增值税退税率,按照购进货物适用的征收率和退税率孰低的原

则确定。

消费税应退税额＝购进融资租赁货物税收（出口货物专用）缴

款书上或海关进口消费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消费税税额

（三）融资租赁出租方应当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办理退税

认定和申报增值税、消费税退税。

（四）融资租赁出租方在进行融资租赁出口货物报关时,应在

海关出口报关单上填写“租赁货物（1523）”方式。海关依融资租赁

出租方申请,对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出口货物办理放行手续后签发

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以下称退税证明联）,并按规定向

国家税务总局传递退税证明联相关电子信息。对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内已退增值税、消费税的货物,以融资租赁方式离境时,海关不

再签发退税证明联。

（五）融资租赁出租方凭购进融资租赁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与承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退

税证明联或向海洋工程结构物承租人开具的发票以及主管税务机

关要求出具的其他要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上述

用于融资租赁货物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

缴款书,不得用于抵扣内销货物应纳税额。

融资租赁货物属于消费税应税货物的,若申请退税,还应提供

有关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六）对承租期未满而发生退租的融资租赁货物,融资租赁出

租方应及时主动向税务机关报告,并按照规定补缴已退税款,对融

资租赁出口货物,再复进口时融资租赁出租方应按照规定向海关办

理复运进境手续并提供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货物已补税或未退税

证明,海关不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三、有关定义

本通知所述融资租赁企业,仅包括金融租赁公司、经商务部批

准设立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经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批

准开展融资业务试点的内资融资租赁企业、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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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公司。

本通知所述金融租赁公司,仅包括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批准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

本通知所称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

的有形动产租赁活动。即出租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型号、

性能等条件购入有形动产租赁给承租人,合同期内有形动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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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按照残值购入有形动产,以拥有其所有权。不论出租人是否将

有形动产残值销售给承租人,均属于融资租赁。

四、融资租赁货物退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

制定。

五、本通知自2014 年10月1日起执行。融资租赁出口货物的,

以退税证明联上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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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融资租赁出租方收取首笔租金时开具的发票日期为准。

（财税 [2014]62号；2014年 9月1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增值税

和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税收支持力度,经国务院批准,自

2014 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2万元（含本数,

下同）至3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月营业额2

万元至3万元的营业税纳税人,免征营业税。

（财税 [2014]71号；2014年 9月25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煤炭资源税改革的通知

一、关于计征方法

煤炭资源税实行从价定率计征。煤炭应税产品（以下简称应税

煤炭）包括原煤和以未税原煤加工的洗选煤（以下简称洗选煤）。应

纳税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应税煤炭销售额×适用税率

二、关于应税煤炭销售额

应税煤炭销售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第五条和本通知的有关规定确定。

（一）纳税人开采原煤直接对外销售的,以原煤销售额作为应

税煤炭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

原煤应纳税额=原煤销售额×适用税率

原煤销售额不含从坑口到车站、码头等的运输费用。

（二）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煤,自用于连续生产洗选煤的,在

原煤移送使用环节不缴纳资源税；自用于其他方面的,视同销售原

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和本

通知的有关规定确定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

（三）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煤加工为洗选煤销售的,以洗选煤

销售额乘以折算率作为应税煤炭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

洗选煤应纳税额=洗选煤销售额×折算率×适用税率

洗选煤销售额包括洗选副产品的销售额,不包括洗选煤从洗

选煤厂到车站、码头等的运输费用。

折算率可通过洗选煤销售额扣除洗选环节成本、利润计算,

也可通过洗选煤市场价格与其所用同类原煤市场价格的差额及综

合回收率计算。折算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税部门或其授权地

市级财税部门确定。

（四）纳税人将其开采的原煤加工为洗选煤自用的,视同销售

洗选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

和本通知有关规定确定销售额,计算缴纳资源税。

三、关于适用税率

煤炭资源税税率幅度为 2%-10%,具体适用税率由省级财税

部门在上述幅度内,根据本地区清理收费基金、企业承受能力、煤

炭资源条件等因素提出建议,报省级人民政府拟定。结合当前煤炭

行业实际情况,现行税费负担较高的地区要适当降低负担水平。省

级人民政府需将拟定的适用税率在公布前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审批。

跨省煤田的适用税率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确定。

四、关于税收优惠

（一）对衰竭期煤矿开采的煤炭,资源税减征30%。

衰竭期煤矿,是指剩余可采储量下降到原设计可采储量的20%

（含）以下,或者剩余服务年限不超过5年的煤矿。

（二）对充填开采置换出来的煤炭,资源税减征50%。

纳税人开采的煤炭,同时符合上述减税情形的,纳税人只能

选择其中一项执行,不能叠加适用。

五、关于征收管理

（一）纳税人同时销售（包括视同销售）应税原煤和洗选煤的,

应当分别核算原煤和洗选煤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或者不能准确

提供原煤和洗选煤销售额的,一并视同销售原煤按本通知第二条第

（一）款计算缴纳资源税。

（二）纳税人同时以自采未税原煤和外购已税原煤加工洗选煤

的,应当分别核算；未分别核算的,按本通知第二条第（三）款计算

缴纳资源税。

（三）纳税人2014 年 12月1日前开采或洗选的应税煤炭,在

2014 年12月1日后销售和自用的,按本通知规定缴纳资源税；2014

年12月1日前签订的销售应税煤炭的合同,在 2014 年12月1日后收

讫销售款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凭据的,按本通知规定缴纳资源税。

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财税 [2014]72号；2014年10月9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有

关政策的通知

一、关于原油、天然气资源税适用税率

原油、天然气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降为零,相应将资源税适用

税率由5%提高至6%。

二、关于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优惠政策

（一）对油田范围内运输稠油过程中用于加热的原油、天然气

免征资源税。

（二）对稠油、高凝油和高含硫天然气资源税减征40%。

稠油,是指地层原油粘度大于或等于50毫帕/秒或原油密度

大于或等于 0.92克 /立方厘米的原油。高凝油,是指凝固点大于

40℃的原油。高含硫天然气,是指硫化氢含量大于或等于30克 /立

方米的天然气。

（三）对三次采油资源税减征30%。

三次采油,是指二次采油后继续以聚合物驱、复合驱、泡沫驱、

气水交替驱、二氧化碳驱、微生物驱等方式进行采油。

（四）对低丰度油气田资源税暂减征 20%。

陆上低丰度油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原油可采储量丰度在 25万

立方米（不含）以下的油田；陆上低丰度气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天然

气可采储量丰度在 2.5 亿立方米（不含）以下的气田。

海上低丰度油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原油可采储量丰度在60万

立方米（不含）以下的油田；海上低丰度气田,是指每平方公里天然

气可采储量丰度在6亿立方米（不含）以下的气田。

（五）对深水油气田资源税减征30%。

深水油气田,是指水深超过300米（不含）的油气田。

符合上述减免税规定的原油、天然气划分不清的,一律不予减

免资源税；同时符合上述两项及两项以上减税规定的,只能选择其

中一项执行,不能叠加适用。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及实际情况的变化

适时对上述政策进行调整。

三、关于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优惠政策实施

为便于征管,对开采稠油、高凝油、高含硫天然气、低丰度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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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资源及三次采油的陆上油气田企业,根据以前年度符合上述减税

规定的原油、天然气销售额占其原油、天然气总销售额的比例,确

定资源税综合减征率和实际征收率,计算资源税应纳税额。计算公

式为：

综合减征率＝∑（减税项目销售额×减征幅度×6%）÷总销售

额

实际征收率＝6% -综合减征率

应纳税额＝总销售额×实际征收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中石油、中石化）陆上油气田企业的综合减征率和实际征收率由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具体综合减征率和实际征收率按本通知

所附《陆上油气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综合减征率和实际征收

率表》（以下简称附表）执行。今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根据陆

上油气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状况、产品结构的实际变化等情况

对附表内容进行调整。附表中未列举的中石油、中石化陆上对外合

作油气田及全资和控股陆上油气田企业,比照附表中所列同一区域

油气田企业的综合减征率和实际征收率执行；其他陆上油气田企

业的综合减征率和实际征收率,暂比照附表中邻近油气田企业的综

合减征率和实际征收率执行。

海上油气田开采符合本通知所列资源税优惠规定的原油、天

然气,由主管税务机关据实计算资源税减征额。

四、关于中外合作油气田及海上自营油气田资源税征收管理

（一）开采海洋或陆上油气资源的中外合作油气田,在 2011年

11月1日前已签订的合同继续缴纳矿区使用费,不缴纳资源税；自

2011年11月1日起新签订的合同缴纳资源税,不再缴纳矿区使用

费。

开采海洋油气资源的自营油气田,自2011年11月1日起缴纳资

源税,不再缴纳矿区使用费。

（二）开采海洋或陆上油气资源的中外合作油气田,按实物量

计算缴纳资源税,以该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扣除作业用量和

损耗量之后的原油、天然气产量作为课税数量。中外合作油气田的

资源税由作业者负责代扣,申报缴纳事宜由参与合作的中国石油公

司负责办理。计征的原油、天然气资源税实物随同中外合作油气田

的原油、天然气一并销售,按实际销售额（不含增值税）扣除其本身

所发生的实际销售费用后入库。

海上自营油气田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三）海洋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由国家税务总局海洋石油税务

管理机构负责征收管理。

本通知自2014 年12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原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1]114号）同时

废止。

附件：陆上油气田企业原油、天然气资源税综合减征率和实

际征收率表（略）

（财税 [2014]73号；2014年10月9日）

中国人民大学王庆成老师最近给

我寄来了今年 4月出版的他的个人回忆

录——	《漫漫人生路》。书中记载了他从

童年到退休后生活的各个方面,让我在

品味王老师精彩人生的同时,对我国高校

财会教师的职业使命也产生了诸多思考。

《漫漫人生路》讲述了王老师在培

养年轻一代和从事学术研究方面无怨无

悔的无私付出与努力。于今天我们这个

时代的价值观而言,这样的任劳任怨可

能已不能为在岗会计教师完全认同,但

是,中国社会进步、中国会计年轻一代

精神家园的建设,确实需要我们的会计

教师不仅应具备渊博的知识,还应具备

高尚的品德。《漫漫人生路》中已有王老

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诸多感人事例,但

因是回忆录,其对一些人和事的描述仅

止于介绍,在精神层面的挖掘却未作展

开。作为一个晚辈,作为一个让王老师费

尽心思的编外弟子,我有义务在这方面

作点补遗。

1981年年初,刚从学校毕业的我,

被分配到中专学校当会计老师,担任财

务管理课程的教学任务。真是学到用时

方恨少,走上讲台,怎样才能把每次两节

课的时间讲得饱满,对既无理论功底又

无实务经验的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

磨。我很想请教老教师,但遗憾的是我

所在的中专学校财务课方面的老教师一

个也没有。初生牛犊不怕虎,走投无路

的我把目光瞄向了会计界的几位权威教

师。当时全国公认的相关教材只有王庆

成老师、余绪缨老师、谷祺老师分别主

编的三本《工业企业财务管理》。于是,

我分别给三位老师写信,围绕教材中的

一些问题很唐突地提出了自己请教的要

杨雄胜■

我所认识的王庆成老师

会计人语

■

中
国
财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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