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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债券的几个增值税问题进行辨析和分析，认为：债券利息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以实际收到

利息或者发行公告约定的利息兑付日期确定；债券利息收入和价差收入在增值税上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收入，实践中可以

清楚分开，利息不应加到价差中；对于国债、地方政府债和金融债等债券的应计利息收入应该适用免征增值税；债券溢

折价的摊销应该缴纳增值税，虽然通常认为税法上不认可实际利率，只认可票面利率，但实际上按照实际利率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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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债券的增值税问题，适用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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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 36 号文）这一

原则性文件。但关于债券利息的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是按实际收到利息时

还是计提时缴纳增值税？债券买卖价

差的计算是按照交易的全价计算还是

净价计算？免税债券的增值税适用以

及债券溢折价的摊销是否需要缴纳增

值税等问题，现行法规都尚未有明确

规定。本文根据现有法规，结合实践

中的处理对上述问题进行辨析分析，

以期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

一、债券利息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

（一）营业税和增值税的不同规定

营改增之前，债券持有期间的利

息收入，在转让前不征收营业税，转

让时才需要将持有期间的利息加到

债券的价差上一起纳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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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存款或购入金融商品行为，

不征收营业税。购入金融商品的行为

不征收营业税，是指持有金融商品期

间取得的收入，不征收营业税。《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

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3]16 号）规定 ：

金融企业（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从事股票、债券买卖业务以股票、

债券的卖出价减去买入价后的余额为

营业额。买入价依照财务会计制度规

定，以股票、债券的购入价减去持有

期间取得的红利收入的余额确定。《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债券买卖业务营业税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50 号）也规定 ：金融企业从事债

券买卖业务，以债券的卖出价减去买

入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买入价应以

债券的购入价减去债券持有期间取得

的收益后的余额确定。

营改增之后，根据 36 号文规定，

企业持有债券的收入分为债券利息收

入和债券转让价差收入这两种不同类

别的增值税应税收入，其中持有债券

取得利息收入的行为就是贷款服务行

为，应按照贷款服务缴纳增值税，实

际上就取消了营业税时期债券持有期

间不征税的规定，债券在转让之前、

在持有期间取得利息应缴纳增值税。

（二）债券利息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辨析

36 号文附件 1 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规定增值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发生

时间为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并收讫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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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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凭据的当天，是指书面合同确定的

付款日期 ；未签订书面合同或者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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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这项原则性规定，具体

到债券利息收入的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实践中却有几种不同的理解和做

法。第一种是认为实际收到发行人支

付的利息时，即“收讫销售款项”，发

生纳税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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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债券持有期间，收到债券利息即需

要纳税，如果中途转让，没收到利息

即不需要纳税。

第二种是根据企业在实践中按天

或按月计提债券利息收入并按会计计

提的利息收入去缴纳增值税的习惯，

认为会计上既然按照权责发生制计提

了收入，就是发生了增值税纳税义务。

实践中部分税务机关认为，只要是持

有期间的利息在会计上确认了收入，

就应按计提的利息收入缴纳增值税。

第三种则是根据上述情况，在实

际收到或者计提利息的基础上，认为

按照实际收到时、计提利息时以及债

券发行公告约定的付息时间三者的先

后顺序确定，以最先发生的时点为准。

笔者认为，首先，应按照 36 号文

的规定去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即

收讫销售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

凭据的当天。具体到债券利息，就是

实际收到利息或者发行公告约定的利

息兑付日期这两个时间，不过要注意

理解其含义和业务情形 ：上述第一种

情况，实际收到利息并不一定是债券

发行人兑付的利息，也可能是债券买

卖的交易对手方支付的。因为债券一

般是净价交易、全价结算，债券只要

持有了一段时间，就一定会产生利息，

清算时是按照包括利息的价格进行结

算，所以如果未持有到期、中途卖出，

则卖出方这段持有期间的利息是在债

券卖出时收到的，是由买入方支付的，

这也是收讫款项。现实交易中债券买

卖可能很频繁，债券的付息日期一般

是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很多投资人

在利息兑付日期之前就转让，每个投

资人都应按照其各自持有期间取得的

由下一个投资人支付的利息来纳税。

另外，实际收到利息的一种特殊

情况，即购买债券时包含了已到付息

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此时购买

方日后收到债券发行人支付的利息时

也是不需要纳税。比如，甲公司 7 月 2

日从乙公司手上购买了 A 企业 1 月 1

日发行的债券（假设债券三年期，每

半年付息一次，票面利率 6%），购买

价格 105 元，包含了已到付息日但尚

未收到的利息 3 元，日后甲公司于 7

月 5 日收到 A 企业兑付的 3 元利息，则

对于甲公司而言，其支付的买价中包

含的 3 元利息属于垫付性质，买入时

计入应收利息，是不确认收入的，在

日后实际收到该利息时也是不需要纳

税 ；但对于乙公司而言，到了利息兑

付日期 6 月 30 日，即使没有收到发行

人兑付的利息，也是需要确认纳税义

务，无论会计上是否计提，这就是第

二个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即发行公告

约定的利息兑付日期。所以，债券利

息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要根据 36 号文

规定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判断确定。

其次，实践中关于计提利息，很

多企业持有债券都是按月计提利息收

入，对于主营业务是债券交易的金融

企业或投资公司来说，持有的债券品

种丰富、交易频繁，系统都是按天计

息。此时，按照上述分析，确实未到纳

税义务发生的时点，应计入待转销项

税额，但由于笔数太多，为简便操作，

很多企业都是按照系统计提的利息收

入直接计了销项税额，缴纳了增值税，

省略了待转销项税额等到纳税义务发

生了再转入销项税额的步骤。这样的

操作会造成会计与税务的不一致，实

质上是企业提前纳税。对此，税务机关

一般不会干预。但不可以此要求所有

企业都将债券利息收入纳税义务发生

时间提前到会计计提收入的时点，这

种做法不符合 36 号文关于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的基本规则。对于债券交易不

多的企业来说，计提时先计入待转销

项税额，待纳税义务发生时再转入销

项税去纳税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认为

债券利息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按照

实际收到和计提利息孰先确定并不合

理，实际操作可能是提前了，但纳税义

务发生时间的确定不应因提前操作而

发生改变。

二、债券买卖价差的计算

营改增之后，增值税上债券买卖

价差是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

额为销售额，持有期利息不需要加回

到价差上，因为持有期利息收入已经

作为贷款服务纳税，加回到价差收入

会造成重复征税，而且会混淆利息收

入和价差收入，两者在增值税上是两

种不同性质的收入，前者属于贷款服

务，后者属于投资行为，即资本利得 ；

从债券交易实践来说，两者也不宜混

淆，虽然对于一般的公司债、企业债

来说，作为利息收入还是价差收入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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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增值税都是一样的税负，但对于企

业持有国债和地方政府债、金融企业

持有金融债券这些利息收入免税的债

券而言，如果都按照价差缴税实际上

就剥夺了此类债券持有期利息适用免

税待遇的机会，显然不合理。

对于债券买卖价差到底是全价还

是净价，很多人认为，与持有期利息如

何纳税有关，如果债券持有期利息按

照计提缴税，应按净价计算价差，如果

债券持有期利息在实际收到时缴税，

则应按照全价计算价差从而实现不重

征、不漏征，其实不然。从上述分析可

知，首先，这种观点将利息收入和资本

利得两种不同性质的收入混为一体，

另外，对于免税的债券品种也不合理 ；

其次，从上述利息收入的纳税义务发

生时间的辨析可知，实际上，利息收入

无论是实际收到时纳税、计提时纳税，

还是按照发行公告约定的利息兑付日

期纳税，都是按照贷款服务、按照利息

来纳税，而不存在加到价差中一说，从

我国现行债券市场早已实施的净价交

易来说，也是完全可以清楚地将利息

和价差分开。在债券买卖成交单中，净

价、利息和全价、交易金额、利息金额

和结算金额都十分清晰。以中化国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17 日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的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 22 中化 G1）为例，

假设 A 公司于发行当日买入 100 万张，

在现券买卖成交单上除买卖双方的账

户和基本信息以外，债券的交易要素

信息如表 1 所示。

假设 A 公司于第二日卖出全部

100 万张债券给 B 公司，在现券买卖

成交单上债券的交易要素信息如表 2

所示。

从现券买卖成交单上可以看出，

由于该债券起息日期是 2022 年 1 月 12

日，购买时每张债券已经包含了应计

利息 0.04866 元，每张净价是 99.813 元，

全价 = 净价 + 应计利息，为 99.8617 元，

A 公司买入 100 万张，买入价为 9 981.3

万元，包含应计利息 4.87 万元，结算

金额为 9 986.17 万元。A 公司买入当日

计提利息 8 110 元，于第二日卖出给 B

公司，结算金额为 9 993.58 万元，其中

的利息收入和价差收入是完全可以清

楚地分开的 ：应计利息总额 56 770 元，

与买入时包含的利息 48 660 元之间的

差额 8 110 元就是 A 公司计提的利息

收入，于债券卖出时实现和取得、由 B

公司支付，实际收到了持有一天的利

息，应按利息收入纳税 ；不含利息的

交易金额即净价 9 987.9 万元，与买入

净价 9 981.3 万元的差额 6.6 万元就是

该债券的买卖价差收入，应按金融商

品转让纳税。

三、免税债券的增值税适用

由于部分人认为实际收到利息时

才发生纳税义务，因此认为对于国债、

地方政府债和金融债等债券的利息收

入免税的规定，是指持有至到期取得

的利息收入，“取得”即实际收到时才

能免税，对持有到期之前转让的，其

利息收入则不享受免税优惠。《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固债投资业务企业所

得税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1 年第 36 号，以下简称 36 号

公告）明确了企业到期前转让国债、

或者从非发行者投资购买的国债，其

持有期间尚未兑付的国债利息收入可

以按照持有天数计算确认应计利息收

入，享受免税待遇。

但是，36 号公告是国债利息收入

在企业所得税问题上的规定，其在增

值税上能否套用仍有争议。有观点认

为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是两个完全不

同的税种，不能套用这一政策，转让

时计提的利息应该作为价差收入缴纳

增值税，因为应计利息收入是会计上

按权责发生确认的利息收入，因未到

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

不是税法上确认的利息收入，不能享

受免税优惠。而笔者认为对于国债、

地方政府债和金融债等债券的应计利

息收入应适用免征增值税政策，理由

有三 ：一是从业务模式上来说，债券

表1                                      现券买卖成交单
债券代码 185229 债券名称 22中化G1

净价（元） 99.813  券面总额（万元） 10 000

到期收益率（%） 3.0233% 交易金额（元） 99 813 000 

应计利息（元） 0.04866 应计利息总额（元） 48 660 

全价（元） 99.8617  结算金额（元） 99 861 660 

结算方式 担保交收 结算日 2022-01-17

表2                                      现券买卖成交单
债券代码 185229 债券名称 22中化G1

净价（元） 99.879  券面总额（万元） 10 000

到期收益率（%） 2.9999% 交易金额（元） 99 879 000

应计利息（元） 0.05677 应计利息总额（元） 56 770

全价（元） 99.9358  结算金额（元） 99 935 770

结算方式 担保交收 结算日 2022-01-18

纳税与筹划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Finance & Accounting

财务与会计·2024 0858 

实行净价交易，企业的系统是按天计

息的，债券交易时成交单上利息是单

独列示的，净价和全价分别列示，可

以非常清楚地区分价差和利息，不存

在分不清的情况，因此不应该将利息

加到价差中，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增

值税收入 ；二是从实务中债券利息的

缴税方式来说，企业为了核算和取数

方便，也为了避免税会差异，一般是

在计提利息时就提前纳税，即系统在

计提利息收入时对于非免税类债券的

利息收入就做了价税分离，计提了增

值税，因此对于免税类债券的利息收

入，在计提时就明确了适用免税、没

有做价税分离，否则就存在不统一及

后续核算和计税取数时混乱的问题 ；

三是从税法的规定和理解上，既然规

定了购买国债、地方政府债和金融债

等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免税，而实务

中债券一般半年或一年才付息一次，

债券买卖交易频繁，如果持有期间计

提的利息收入不能免税，则大部分持

有期利息都会被剥夺免税待遇的机

会，这显然不合理。另外，对于取得利

息的理解，债券只要持有就有利息的

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包含在卖价中，

通过转让完成了所有权转移收到了款

项，即是通过转让实现了持有期间的

利息，就是实际取得，也应该免税。

四、债券溢折价的增值税处理

债券溢折价的增值税处理争议主

要集中在对于溢价或折价发行的债券

的溢折价摊销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溢折价的增值税究竟是按照实际利率

还是名义利率？另外，企业购买债券

的会计处理的不同（可以作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债权投资或者其他债权投

资），溢折价的处理也不同 ；同时，企

业持有债券可能会取得利息收入和转

让价差收入两种不同类别的增值税应

税收入，根据前面会计处理的不同，

溢折价会通过利息收入或转让价差来

体现，那么对于一般的非免税债券来

说，两种收入都需要纳税，总体纳税

金额一样，影响不大 ；但是对于国债、

地方政府债和金融债等债券利息收入

免税的债券，其利息收入免税，转让

价差纳税，因此情况较为复杂，应根

据不同情况具体判断。

（一）债券溢折价体现在哪

企业购买的债券，如果作为交易

性金融资产处理，则溢折价是计入交

易性金融资产的成本，不进行摊销，

在债券转让时，体现在转让价差收入

缴纳增值税 ；如果作为债权投资或者

其他债权投资处理，则溢折价不计入

债权投资或其他债权投资的成本，其

成本只反映面值，溢折价计入利息调

整，按期进行摊销处理。当然，如果未

到期就卖出，未摊销完的溢价和折价

最终也是反映在转让价差中。

（二）债券溢折价摊销是否需要缴

纳增值税

根据上文的分析，下面只讨论非

免税债券持有期间的溢折价摊销是否

需要缴纳增值税，以及是按名义利率

还是实际利率纳税。如 C 公司在发行

日 1 月 1 日购买三年期债券，溢价发

行，面值 100 万元，发行价 109 万元，

票 面 利 率 5%，每 年 12 月 31 日 付 息。

购买时作债权投资处理，为简化处理，

按年度进行摊销，第一年年末计提并

取得票面利息 5 万元，同时摊销溢价 3

万元，会计上确认利息收入 2 万元。具

体会计处理如下（单位 ：万元，下同）：

（1）借 ：债权投资——成本        1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9

              贷 ：银行存款                   109

（2）借 ：应收利息                           5        

              贷 ：利息收入                      2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3

在计算利息增值税时，销售额是

按照 5 万元确认，还是 2 万元确认呢？

若按照 5 万元确认，则三年累计 15 万

元确认为销售额 ；若按照 2 万元确认，

则三年累计 6 万元确认为销售额。从

业务实质上分析，C 公司购买该债券

使用资金 109 万元，相当于提供贷款

服务借出资金 109 万元，三年后实际

累计收回本息 115 万元，其应税利息

仅有 6 万元，应作为贷款服务的利息

收入征税。

如果是折价发行，接上例，其他

条件不变，发行价 91 万元，则记载面

值 100 万元，折价 9 万元，第一年年末

计提并取得票面利息 5 万元，同时摊

销折价 3 万元，会计上确认利息收入 8

万元。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

（1）借 ：债权投资——成本        100        

              贷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9

                银行存款                    91

（2）借 ：应收利息                           5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3

              贷 ：利息收入                      8

此时在计算利息增值税时，销售

额是按照 5 万元确认还是 8 万元确认

呢？从业务实质上分析，C 公司购买

该债券使用资金 91 万元，相当于提供

贷款服务借出资金 91 万元，三年后实

际累计收回本息 115 万元，利息性质

的收入为 24 万元，应作为贷款服务的

利息收入征税，如果按照通常税法上

的票面利息 15 万元征税，则会少计销

售额 9 万元。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债券

溢折价的摊销应该缴纳增值税，虽然

通常认为税法上只认可票面利率，不

认可实际利率，但实际上按照实际利

率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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