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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税收政策下

融资租赁公司业务模式的选择

毕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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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税 [2016]36 号）发布后，有形动产直租、

不动产直租归属于现代服务业的租赁

服 务 税 目 分 别 按 13% 和 9% 缴 纳 增 值

税，回租归属于金融服务业的贷款服务

税目按 6% 缴纳增值税。目前，国内融

资租赁业务的回租业务占比逾 80%，融

资租赁行业青睐回租模式，与当前税收

政策有着一定联系。本文拟结合相关税

收政策，分析融资租赁公司的不同业务

模式收益，为公司选择不同的业务模式

提供借鉴。

一、融资租赁业务模式实际收

益对比

（一）不同业务模式的收益对比

本文以等额本息还款方式的融资

租赁业务为例，运用数据对比分析各业

务模式的优劣。

例 ：甲 融 资 租 赁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甲方）与某承租人（以下简称乙方）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签订一份融资租赁合

同并交付租赁物，项目投放金额 100 万

摘  要： 本文采用案例测算的方式，量化比较不同租赁模式下的收入和应纳增值税额，阐述融资租赁公司在差额征
税、即征即退等税收政策下的业务模式选择，融资租赁公司应将业务模式与政策结合起来做收益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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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公司申办此类业务，双方签署与

《融资租赁合同》不挂钩的《咨询服务合

同》并依约切实履行。因咨询服务费收

入等中间业务收入均适用 6% 的增值税

税率，低于直租模式适用的 9% 或 13%

的税率，因此为增加同等金额的租赁收

入，采用结合中间业务收入相较于上调

租赁利率，融资租赁公司可以缴纳更少

的增值税，承租人也能支付更少的额外

租金。

上例中，为保证实现同等条件下

回租模式的租赁收入，则有形动产直租

模式需再增加 1 594.83 元（25 745.08 －   

24 150.25）营业收入，不动产直租模式需

再增加 708.58 元（25 745.08 － 25 036.50）

营业收入。

1. 有形动产直租模式下，如采取结

合中间业务服务方式，承租人需为此支

付 1 690.52 元（1 594.83×1.06）咨 询 服

务费 ；如采取上调租赁利率方式，经

测算承租人需为此再支付 1 802.16 元租

金，此时租赁利率由 5% 上调至 5.33%。

2. 不动产直租模式下，如采取结合

中间业务服务方式，承租人需为此支付

元，租赁年利率 5%，租期一年，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租金

于每月末后付。甲乙双方均为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租赁期届满时，乙方可以 1

元留购租赁物。

实务中，按租赁物类型和业务模式

划分有形动产直租、不动产直租、有形

动产回租和不动产回租四种方案，则甲

方的会计处理分录为表 1 所示。

从 表 1 测 算 可 以 发 现，在 同 等 条

件 下，有 形 动 产 直 租 比 回 租 多 缴 纳

103.24% 增 值 税 额，少 确 认 6.19% 租

赁 收 入 ；不 动 产 直 租 比 回 租 多 缴 纳

45.87% 增值税额，少确认 2.75% 租赁收

入。即以上四种方案中，回租模式的租

赁收入最高、应交增值税额最小，优于

直租模式。

（二）中间业务收入的替代效应

根据银保监会 2020 年 5 月发布的

《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

原银监会发布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

法（2014）》规定，融资租赁公司可开展

租赁交易咨询、经济咨询等业务。承租

人或其相关方可根据自身实际向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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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09 元（708.58×1.06）咨 询 服 务 费 ；

如采取上调租赁利率方式，经测算承租

人需为此再支付 772.35 元租金，此时租

赁利率由 5% 上调至 5.14%。

以上测算表明，通过结合中间业务

收入来替代上调租赁利率以保证实现同

等租赁收入 ：在有形动产直租模式下承

租人可减少支付 6.19%（1 － 1 690.52÷

1 802.16）的额外租金 ；在不动产直租

模式下承租人可减少支付 2.75%（1 －

751.09÷772.35）的额外租金。

需要强调的是，融资租赁公司所

提供的上述咨询服务应独立于融资租

赁合同关系，如战略规划、商业策划、

财税筹划、行业及产品分析等，能向客

户提供实质性服务、为客户带来实质

性收益，且服务收费应合乎质价相符

原则。

二、差额征税政策下的实际收

益对比

融资租赁公司日常经营中会通过

银行借款、同业拆借、发行债券等渠道

融资而产生借款利息，符合资质的融资

租赁公司可享受差额征税政策，发挥借

款利息对租赁业务销售额的抵扣效应。

根据财税 [2016]36 号文规定，经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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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融资租赁服

务，以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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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债券利息和车辆

购置税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提供融资

性售后回租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

价外费用（不含本金），扣除对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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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销售额。即，财税 [2016]36 号文明确了

符合资质的试点纳税人所有融资租赁

业务均适用差额征税政策，不再区分有

形动产和不动产。

（一）不同业务模式的收益对比

实际业务中，融资租赁公司对融资

租赁业务的利率定价一般不会低于其

融入资金的成本，即融资租赁利率会高

于借款利率，否则融资租赁业务无利可

图。因此，借款利率占租赁利率之比在

0 ～ 100% 之间。现以上例为基础，引入

借款利息因素来测算差额征税政策对

结论的影响程度。假设上例的投放资金

完全来源于银行借款，该笔借款按月付

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则租赁期内支付

借款利息所抵减的销项税额 = ∑ i=1 各

期初剩余应付本金 i× 当期租赁利率 ×

增值税税率 ÷（1 ＋增值税税率）。下面

以借款利率在上述变化区间的两端极

值进行测算。当借款利率占租赁利率之

比为零时，测算结果与不适用差额征税

政策时的结果一致。当借款利率占租赁

利率之比为 100% 时（即本例借款利率

为 5%），会计处理分录如表 2 所示。

表 2 测算表明，在差额征税政策的

同等条件下，有形动产直租比回租少确

认租赁收入的幅度在 0 ～ 6.19% 之间，

不动产直租比回租少确认租赁收入的

幅度在 0 ～ 2.75% 之间。该融资租赁少

确认收入的幅度区间，与借款利率占租

赁利率之比直接相关，呈反向关系。随

着该借款利率的增加，借款利息的抵税

作用不断放大，直租模式与回租模式下

确认的租赁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但

是，无论借款利率占租赁利率之比如何

变化，有形动产直租依然比回租多缴纳

103.24% 增值税额，不动产直租依然比

回租多缴纳 45.87% 增值税额，即回租

模式仍为最优。

（二）中间业务收入的替代效应

上例中，为保证实现同等条件下回

表1                                                                                            单位：元  

会计分录
有形动产

直租

不动产

直租

有形动产/

不动产回租

1.购入固定资产时 

借：融资租赁资产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

884 955.75
115 044.25
1 000 000

917 431.19
82 568.81
1 000 000

1 000 000
-

1 000 000

2.投放时 

借：长期应收款—— 本金
                           —— 利息
        贷：融资租赁资产
                未实现融资收益—— 利息
                应交税费—— 待转销项税额（本金）
                               —— 待转销项税额（利息）

1 000 000
27 289.78
884 955.75
24 150.25
115 044.25
3 139.53

1 000 000
27 289.78
917 431.19
25 036.50
82 568.81
2 253.28

1 000 000
27 289.78
1 000 000
25 745.08

-
1 544.70

3.每月确认利息收入（汇总）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利息
        贷：租赁收入

24 150.25
24 150.25

25 036.50
25 036.50

25 745.08
25 745.08

4.每月收到租金款项（汇总）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应收款—— 本金
                                   —— 利息

1 027 289.78
1 000 000
27 289.78

1 027 289.78
1 000 0000
27 289.78

1 027 289.78
1 000 000
27 289.78

5.每月收到租金并开发票（汇总） 

借：应交税费—— 待转销项税额（本金）
                       —— 待转销项税额（利息）
        贷：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本金）
                               ——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利息）

115 044.25
3 139.53
115 044.25
3 139.53

82 568.81
2 253.28
82 568.81
2 253.28

  -
1 544.70

-
1 544.70

6.实际收益对比分析

应交增值税额
确认的租赁收入

3 139.53
24 150.25

2 253.28
25 036.50

1 544.70
25 7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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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模式的租赁收入，则有形动产直租模

式需再增加 0 ～ 1 594.83 元的营业收入，

不动产直租模式需再增加 0 ～ 708.58 元

的营业收入，该幅度与借款利率占租赁

利率之比呈负相关。

以上测算表明，直租模式下可通过

结合中间业务收入来替代上调租赁利

率以保证实现同等租赁收入。其中 ：在

有形动产直租模式下承租人可减少支

付 0 ～ 111.64 元（1 802.16 － 1 690.52）

额外租金 ；在不动产直租模式下承租

人 可 减 少 支 付 0 ～ 21.26 元（772.35 －

751.09）额外租金。随着借款利率的增

加，承租人需支付的额外租金不断缩小。

三、即征即退政策下的实际收

益对比

财税 [2016]36 号文规定，经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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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形动

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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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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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税收优惠精神及上述定义，导

出以下计算公式 ：租赁期内即征即退

税额 = 租赁期内享受即征即退政策前

的实际应交增值税额 ÷ 增值税税率 ÷

（增值税税率－ 3%）=（向承租方收取

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对外支付的

借款利息－对外支付的发行债券的利

息－对外支付的车辆购置税）÷（增值

税税率－ 3%）。

（一）不同业务模式的收益对比

仍以上例为基础，引入税款返还优

惠因素来测算即征即退政策对结论的

影响程度。以借款利率在上述变化区

间的两端极值进行测算。当借款利率

占租赁利率之比为 100% 时，借款利息

的抵扣效应使增值税实际税负为零，即

征即退税额也为零，测算结果是所有方

案的应交增值税均为零、租赁收入均

一致。当借款利率占租赁利率之比为

零时，有形动产直租方案的即征即退

税额 =[（1 027 289.78 － 1 000 000 － 0）

÷1.13]×（13% － 3%）=2 415.02 元，有

形动产回租方案的即征即退税额 =

[（1 027 289.78 － 1 000 000 － 0）÷1.06]×

（6% － 3%）=772.35 元，汇总会计分录

如表 3 所示。

表 3 测 算 表 明，在 考 虑 差 额 征 税

和即征即退政策的同等条件下，与有

形动产直租相比，不动产直租多缴纳

211.01% 增 值 税 额，少 确 认 0 ～ 5.75%

租赁收入 ；有形动产回租多缴纳 6.60%

增值税额，少确认 0 ～ 0.18% 租赁收入 ；

不动产回租多缴纳 113.21% 增值税额，

少确认 0 ～ 3.09% 租赁收入。上述幅度

与借款利率占租赁利率之比呈负相关。

即以上四种方案中，有形动产直租模式

的租赁收入最高、应交增值税额最小，

优于其他模式。

（二）中间业务收入的替代效应

上例中，为保证实现同等条件下有形

动产直租模式的租赁收入，则不动产直租

模式需再增加 0 ～ 1 528.78 元（26 565.27

－ 25 036.50）的营业收入，如采取上调

租赁利率方式，经测算承租人需为此再

支付1 666.37元租金，此时租赁利率由5%

上调至 5.30% ；有形动产回租模式需再

增加 0 ～ 47.84 元（26 565.27 － 26 517.43）

的营业收入，如采取上调租赁利率方

式，经测算承租人需为此再支付 49.24

元 租 金，此 时 租 赁 利 率 由 5% 上 调 至

5.01% ；不动产回租模式需再增加 0 ～

820.20 元（26 565.27 － 25 745.08）的 营

业收入，如采取上调租赁利率方式，经

测算承租人需为此再支付 869.41 元租

金，此时租赁利率由 5% 上调至 5.16%。

以上数值范围与借款利率占租赁利率

之比呈负相关。

以上测算表明，为保证实现有形动

产直租模式下的同等租赁收入 ：

1. 不动产直租模式下，通过结合中

间业务收入来替代上调租赁利率，承

租人可少支付 0 ～ 45.86 元（1 666.37 －      

1 528.78×1.06）额外租金，该额外租金

随着借款利率的增加而减少，即结合中

间业务收入依然更有利于承租人。

表3                                                                                            单位：元  

会计分录
有形动产

直租

不动产

直租

有形动产

回租
不动产回租

租赁期内享受即征即退政策 （汇总） （汇总） （汇总） （汇总）

借：其他应收款——增值税即征即退税
        贷：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

2 415.02
2 415.02

-
-

772.35
772.35

-
-

实际收益对比分析

应交增值税额
确认的租赁收入

724.51
26 565.27

2 253.28
25 036.50

772.35
26 517.43

1 544.70
25 745.08

表2                                                                                            单位：元  

会计分录
有形动产

直租

不动产

直租

有形动产/

不动产回租

租赁期内支付借款利息并进行抵减 （汇总） （汇总） （汇总）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抵减）
        贷：租赁收入

3 139.53
3 139.53

2 253.28
2 253.28

1 544.70
1 544.70

实际收益对比分析

应交增值税额
确认的租赁收入

-
27 289.78

-
27 289.78

-
27 2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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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 形 动 产 回 租 模 式 下，通 过

结 合 中 间 业 务 收 入 来 替 代 上 调 租 赁

利 率，承 租 人 需 多 支 付 0 ～ 1.48 元

（47.84×1.06 － 49.24）额外租金，该额

外租金随着借款利率的增加而减少，

即直接上调租赁利率反而更有利于承     

租人。

3. 不动产回租模式下，通过结合中

间业务收入来替代上调租赁利率，承

租人需多支付 0 ～ 0.10 元额外租金，即

直接上调租赁利率反而更有利于承租

人。该借款利率占租赁利率之比满足

正态分布，其数学期望值 u=50% 时峰

值 为 0.10 元。代 入 本 例 中，即 借 款 利

率为 2.5%（5%×50%）时，不动产回租

模 式 需 再 增 加 410.10 元（26 927.53 －

26 517.43）营业收入，如采取上调租赁

利率方式，经测算承租人需为此再支

付 434.61 元租金，此时租赁利率由 5%

上调至 5.08%。承租人多支付额外租金

0.10 元（434.61 － 410.10×1.06）。

可见，在同时享受差额征税和即征

即退政策下，为保证实现有形动产直租

模式的同等租赁收入，不动产直租模式

下采取结合中间业务收入更优，但回租

模式下采取上调租赁利率更优。

四、等额本金还款方式下的情

况对比

等额本金与等额本息还款方式相

比，前者由于前期归还的本金多于后

者，因此融资租赁期内累计收到的租金

（利息部分）、确认的租赁收入和应缴纳

的增值税额均相对较小，减少幅度均为

0.76%。在等额本金还款方式下，各融

资租赁模式之间的租赁收入比值和应

交增值税额比值，与等额本息还款方式

下的测算结果一致 ；为达到最优租赁

模式下的租赁收入，通过结合中间业务

收入来替代上调租赁利率，少支付（或

多支付）额外租金的幅度则维持一个恒

定比率，具体是 ：

1. 不考虑税收优惠政策或只考虑差

额征税政策时，在有形动产直租模式下

承租人均可减少支付 6.19% 额外租金，

在不动产直租模式下承租人均可减少

支付 2.75% 额外租金。

2. 同时考虑差额征税和即征即退政

策时，在不动产直租模式下承租人可减

少支付 2.75% 额外租金，在有形动产回

租模式下承租人需增加支付 3% 额外租

金，在不动产回租模式下承租人支付的

额外租金无差异。

上述案例中，无论租赁年限、租赁

利率、租赁本金、付款频率等如何变化，

只要在等额本金或等额本息这两种标准

还款方式情形下，以上结论均有效。

责任编辑  陈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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