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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服务购买之时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

发票。若非房地产企业从小规模纳税

人处购买物料及服务，无法取得增值税

专用发票，也就不能抵扣相应进项税

额，无法降低税负。四是土地成本。非

房地产企业土地成本并不能享受从销

售额中扣除的差额计税规定，只有取得

合格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对应进行税

额才可以抵扣。若土地使用权为营改

增前取得，无进项税额可抵扣，税负会

明显增加。

增值税“贷款服务”税目的

征税范围探析
王建军■

企业对外投资从性质上可以分为

权益性投资、债权性投资和复合性投

资。权益性投资反映的是投资人对被

投资企业净利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

索取权。债权性投资中，被投资企业需

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或者需要以其

他具有支付利息性质的方式予以补偿。

对投资人来讲，债权性投资具有固定的

或者可确定的合同现金流特征，且一般

具有向对方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的合同权利。复合性投资是指兼具权

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性质的投资，如

企业购入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一般而言，企业对外投资的法律形

式和经济实质是一致的，但是鉴于企

摘　 要：　本文结合相关政策分析了企业在保本保息、保本不保息、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永续债、
优先股投资及明股实债（远期合同）等典型资金交易模式和合同条款下增值税“贷款服务”税目的征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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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投资模式的日趋多元化，现实中出

现了很多法律形式和经济实质不一致

的情况。例如，企业的一项“法律意义

上”的权益性投资，办理了正常的出资

手续，符合法律上权益性投资的形式要

件，然而，其又约定在一定时间内由被

投资企业以某一固定金额“赎回”投资

企业持有的投资，从投资的性质而言，

该投资并不具备权益性投资的普遍特

征。本文中，笔者根据相关税收规定，

结合实务中一些典型的交易模式、合同

条款，对增值税“贷款服务”税目的征

税范围进行梳理。

一、相关政策梳理

《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

释》（财税[2016]36号附件1，以下简称

36号文附件1）中明确了销售服务、金

融服务等相关概念。销售服务是指提

供交通运输服务、邮政服务、电信服

务、建筑服务、金融服务、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金融服务是指经营金融保

险的业务活动，包括贷款服务、直接收

费金融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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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融券收取

的利息收入，以及融资性售后回租、押

（三）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建不

动产

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建不动产，

以销售不动产取得的全部价款及价外费

用，扣除相应土地价款后的余额为计税

依据。这是与非房地产开发企业的不同

之处。该种计税方式，土地使用权成本

可在销售额中直接扣除，不以取得增值

税专用发票为前提。若土地使用权为营

改增前取得，自建的不动产销售时，非

房地产企业由于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而不能抵扣进项税额，房地产开发企业

在计算销项税额时却可将相应土地成本

在销售额中扣除。由此，造成同种业务，

不同类纳税人增值税税负不同的结果。

若土地使用权为营改增后取得，自建不

动产销售时两类纳税人的增值税税负是

相同的。除此以外，前述的非房地产开

发企业销售自建不动产的税负影响因

素，同样适用于房地产开发企业。

（作者单位：广州商学院

长江师范学院财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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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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性售后回租是指

承租方以融资为目的，将资产出售给从

事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企业后，从事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企业将该资产

出租给承租方的业务活动。以货币资

金投资收取的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

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关于明确金融、　房地产开发、教

育辅助服务等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 [2016]140号）明确了36号文附件1

第一条第（五）项第1点所称“保本收

益、报酬、资金占用费、补偿金”，是

指合同中明确承诺到期本金可全部收

回的投资收益。金融商品持有期间（含

到期）取得的非保本的上述收益 ,不属

于利息或利息性质的收入，不征收增

值税。

依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

事项的规定》（财税 [2016]36号附件2）

规定，存款利息不征增值税。

二、征税范围分析

增值税税收并没有采取严格区分

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的方式，而是

规定，“除存款利息收入外，纳税人各

种占用、拆借资金取得的利息及利息性

质的收入，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可以看出，对于纳税人来说，只要是资

金占用、资金拆借业务活动中获得的

“利息收入”及“利息性质”的收入，均

需按照“贷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税收法规中对于“贷款服务”税

目征税范围的规定，其本质仍是对企业

债权性投资获得的利息（或利息性质）

收入征收增值税。

（一）保本保息

合同开始即具有向对方收取现金

（本金及利息）的合同权利，同时该权

利具有固定的或者可确定的合同现金

流的典型特征，并且不具有对被投资企

业净利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

属于典型的“贷款”业务活动，根据税

法规定，企业获得的利息收入需要按照

“贷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二）保本不保息

合同开始即具有向对方收取现金

（本金）的合同权利，同时该权利具有

固定的或者可确定的合同现金流的典

型特征，并且不具有对被投资企业净利

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虽然

收益不固定或不可确定，但仅是资金占

用的货币“价格”变动，并不改变该收

益属于利息的性质。因此仍然属于典

型的“贷款”业务活动，根据税法规定，

企业获得的该部分利息收入需要按照

“贷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三）以货币资金投资收取的固定

利润或者保底利润

合同开始即具有向对方收取现金

（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的合同权利，

同时该权利具有固定的或者可确定的

合同现金流的典型特征。此时，需要区

分以下两种情况：

1.如果投资合同同时约定保本，说

明投资企业不具有对被投资企业净利

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则该

项投资在经济实质上同“保本保息”、

“保本不保息”一致，实质上属于典型

的“贷款”业务活动。根据税法规定，

投资企业获得的利息性质的收入（固定

利润或者保底利润，以及超过固定利润

或者保底利润的部分）均需要按照“贷

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2.如果投资合同没有约定保本，投

资企业具有对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索

取权，则该项投资实质上属于“保息不

保本”投资。对于此种情况，从上述税

收法规分析，投资企业收取的固定利

润或者保底利润属于利息性质的收入，

即，纳税人应就收取（应收）的固定利

润或保底利润按照“贷款服务”税目缴

纳增值税。

纳税人超出投资合同约定的固定

利润或保底利润部分，不属于增值税

法规规定的利息性质的收入，不缴纳

增值税。

（四）永续债、优先股投资

对于永续债投资，法律形式上属于

债权性投资，而对于优先股投资，法律

形式上属于权益性投资。从会计准则

的角度讲，按经济实质判断金融工具

（永续债/优先股）是否为金融负债的

一个条件，即金融工具发行方是否具有

向金融工具持有方支付现金或其他金

融资产的合同义务，如果金融工具发行

方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

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则该

合同义务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此时，

对于该项金融工具持有方来讲，具有的

向金融工具发行方收取现金或其他金

融资产的合同权利，实质上应当属于债

权性投资。

考虑投资合同中对于金融工具发

行方清算时的合同约定，增值税处理具

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投资合同约定被投资企业清算

时（含破产清算时，下同），投资方具有

向被投资企业收取投资本金和累积利

息（股利）的合同权利的，并且该合同

权利与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普通债权处

于同一清偿顺序的，该投资应作为“保

本保息”投资，收到的利息（股利）应

当按照“贷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2.投资合同约定被投资企业清算

时，投资方具有向被投资企业收取投资

本金的合同权利的，并且该权利与被投

资企业的其他普通债权处于同一清偿

顺序的，该投资应作为“保本不保息”

投资，收到的利息（股利）应当按照“贷

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3.投资合同约定被投资企业清算

时，投资方具有向被投资企业收取累积

利息（股利）的合同权利的，并且该权

利与被投资企业的其他普通债权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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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清偿顺序的，该投资应作为“保息

不保本”投资，实质上是以货币资金投

资收取固定利润或者保底利润，收到的

按合同约定的利息（股利）应当按照“贷

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对于投资方有可能按照投资本金

份额参与被投资企业净资产的分配，此

时，这部分投资收益不属于利息收入性

质，不应当缴纳增值税。

（五）明股实债（远期合同）

明股实债，通俗的讲就是法律形式

为股权投资，但经济实质为债权投资的

一种投资形式。远期合同属于衍生金

融工具，远期合同的合同双方均享有一

项权利且均承担一项义务。如果相关

合同协议约定，未来由被投资企业以固

定价款（成本+某一金额）回购该金融

工具，投资方不具有对被投资企业净利

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则该项

投资在经济实质上同“保本保息”一致，

实质上属于典型的“贷款”业务活动。

根据税法规定，投资企业获得的利息性

质的收入（股权转让收入-投资本金）

需要按照“贷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如果相关合同协议约定，未来由被

投资企业以外的第三方按固定价款（成

本+某一金额）回购该金融工具，投资

方不具有对被投资企业净利润的分红

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从投资方的角

度讲，该项投资具有“保本保息”特征。

但是，由于涉及第三方回购，在第三方

为非关联方且税法没有明确规定以前，

其获得的投资收益（股权转让收入-投

资本金）暂不应当缴纳增值税。

（六）衍生金融工具（期权）

期权是指期权买方向期权卖方支

付期权费（指权利金）后拥有的在未来

一段时间内（指美式期权）或未来某一

特定日期（指欧式期权）以事先规定好

的价格（指履约价格）向期权卖方购买/

出售一定数量的特定标的物的权利，但

不负有必须买进/卖出的义务，即期权

买方拥有选择是否行使买入/卖出的权

利，而期权卖方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买方

的选择并履行成交时的允诺。买入选择

权称为看涨期权，卖方选择权称为看跌

期权。如果相关合同协议约定，投资方

享有按固定价款（成本+某一金额）向

被投资企业出售该金融工具的权利，即

投资方持有一项看跌期权。在投资方行

权时，其具有向被投资企业收取现金的

合同权利，同时失去了对被投资企业净

利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因

此，该投资在投资方行权时转为一项债

权性投资，投资方因行权获得的溢价收

益应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

如果相关合同协议约定，被投资企

业享有按固定价款（成本+某一金额）

向投资方回购该金融工具的权利，即被

投资企业持有一项看涨期权。在被投

资企业行权时，其具有向投资方支付现

金的合同义务，即投资方具有向对方收

取现金的合同权利，同时，投资方失去

了对被投资企业净利润的分红权和净

资产的索取权。因此，该投资在被投资

企业行权时转为一项债权性投资，投资

方因被投资企业行权获得的溢价收益

应按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如果该期

权涉及向第三方出售或第三方回购金

融工具（成本+某一金额），在第三方

为非关联方且税法没有明确规定以前，

暂不应当缴纳增值税。

（七）复合性投资

复合性投资是指兼具权益性投资

和债权性投资性质的投资，例如可转换

公司债券投资。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

转换为债券发行公司的股权（票）。实

质上，可转换债券是在发行公司债券的

基础上，附加了一份期权，允许投资人

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其购买的债券

转换成指定公司的股权（票）。

在可转换公司债转换为股权（票）

之前，投资方具有向对方收取现金（本

金及利息）的合同权利，同时该权利具

有固定的或者可确定的合同现金流的

典型特征，并且不具有对被投资企业净

利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属于

典型的“贷款”业务活动。根据税法规

定，企业获得的利息收入需要按照“贷

款服务”税目缴纳增值税。

在可转换公司债转换为股权（票）

以后，投资方具有了对被投资企业净利

润的分红权和净资产的索取权。从投

资性质上讲，该投资在转换之后性质

变为权益性投资，不属于“贷款”业务。

因此，投资方获得的投资收益不应当缴

纳增值税。当然，如果转换为股权（票）

以后，具有固定利润/保底利润合同条

款，则应当按照上述有关情形进行分析

处理。

（作者单位:北京华泰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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