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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房价的不断上涨,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下行及楼市去

库存政策的出台, 房地产行业日趋多元化。兼具融资与融物两大功

能的融资租赁业务对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具有独特意义。虽然房地产

融资租赁业务已频现于实务界, 目前的立法与司法均未正面讨论房

地产能否作为租赁物。本文以此问题为切入点并结合相关案例旨在

对我国房地产融资租赁现状进行初步探讨。 

 

一. 案情简介 

 

2011 年国泰租赁公司与三威置业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约定三威置业公司将某项目 137 套商品房所有权转让给国

泰租赁公司, 然后对该商品房进行回租。《融资租赁合同》

还约定融资金额为1亿元, 租赁年利率为20%; 租赁期限内, 

如遇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调, 国泰租赁公司可对租赁利率

进行等额上调。另经查明, 由于该 137 套商品房的实际建筑

层数超出规划部门的建设要求, 城市监督管理部门认定该

商品房为违章建筑, 且至法院判决时该商品房仍未取得预

售许可证。后由于三威置业公司未依约支付租金, 国泰租赁

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三威置业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二. 裁判要旨 

 

该案一审法院认为该案是名为融资租赁实为企业间借贷 , 

涉案合同应被认定为借款合同。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 

作为租赁物的商品房为违章建筑, 在租赁期未取得商品房

预售许可, 导致买受人(出租人)无法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第二, 合同约定的购房款与租赁物价值差异较大, 买卖合同

不实际存在。第三, 合同约定的租金不能体现租赁物的价值

且承租人即租赁物产权所有人, 故租赁合同不实际存在。第

房地产融资租赁能否被认可? 
——从案例解读融资租赁的特征 

作者: 夏亮 / 陈博 / 唐臻侃 

http://www.llinkslaw.com/


  

 

 

 

 

 2 

房地产融资租赁能否被认可? ——从案例解读融资租赁的特征 

 

免责声明: 本出版物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通力律师事务所的法律意见或建议。我们明示不对任何依赖本出版物的

任何内容而采取或不采取行动所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我们保留所有对本出版物的权利。 

 

 

 

四, 由于合同中约定出租人向出卖人支付一定价款后, 出卖人(即承租人)应根据 20%年利率向出

租人支付租金, 若遇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上调, 出租人也将租赁利率做出等额上调, 故双方实际上

是借贷法律关系。二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法释(2014)3 号)(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一条 1 的规定, 一审将涉案合同认定为企

业间借款合同, 定性准确, 维持了原判。 

 

案例索引: (2014)民二终字第 109 号 

 

三. 房地产作为租赁物的特殊性 

 

虽然该案中法院未直接讨论房地产融资租赁的问题, 其标的物为商品房这一事实却将房地产能否

作为融资租赁租赁物的问题再次提起。这在目前房地产市场“促销费、去库存”的大背景下尤为重

要。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 向

出卖人购买租赁物, 提供给承租人使用, 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相较设备等常见租赁物, 房地产

存在特殊性。首先, 在融资租赁项目结束时, 常见租赁物的价值往往大为降低。而根据我国目前

房地产市场情况, 在项目到期后房地产的价值往往大幅度增加,。租赁物在价值变化上的区别会影

响到房地产融资租赁合同中租金构成、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条款的设定。其次, 房地产

所有权的变更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而常见租赁物所有权的变更则为交付生效。此区别也会影响

到相关条款的设定。 

 

根据《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结合租

赁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 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

出认定。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 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 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

的法律关系处理。房地产作为租赁物的首要问题是其性质是否符合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要求。如

果房地产在性质上不能作为融资租赁的租赁物, 则房地产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应存在。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未明文禁止以房地产作为租赁物的行为, 因此, 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 可认为房地

产能作融资租赁的租赁物。但是, 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及融资租赁行业的特殊性, 基于原则的一概

而论似乎并不谨慎。 

 

四. 现行监管规定对租赁物范围的限制 

 

虽然房地产作为租赁物未被明文禁止, 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不同类型的融资租赁公司的租赁物

范围进行了不同的规定。目前我国的融资租赁公司可分为三类: 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

赁公司和内资融资租赁企业。 

 

金融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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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令 2014 年第 3 号), 金融租赁公司是指经银监会批准

以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除银监会另有规定外, 其适用于融资租赁交易的租

赁物为固定资产。因此对于金融租赁公司而言, 房地产能否作为租赁物的依据是房地产是否属于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所指的“固定资产”。一种观点是认为, 借用会计概念, 房地产作为不

动产, 应当属于固定资产。而另一种观点是, 融资租赁需体现资产融资特性。设备生产能创造价

值, 房地产是消费品, 在使用中不能给社会创造价值; 设备是不断贬值的产品, 房地产是价格在

不管变化的产品, 主流趋向是升值的。因此房地产不能享受融资租赁的政策待遇, 不受《合同法》

保护。 

 

根据公开报道, 银监会曾于 2012 年“委婉叫停”金融租赁公司正在开展的房地产融资租赁业务, 业

内分析认为, 时值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背景下, 房地产融资租赁业务被监管层叫停主要是防止房地

产行业在银行、信托等渠道外, 再新增一条规模不易控制的融资渠道。 

 

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和内资融资租赁企业 

 

根据《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商流通发[2013]337 号), 融资租赁企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应

当以权属清晰、真实存在且能够产生收益权的租赁物为载体。《融资租赁企业监督管理办法》所

适用的融资租赁企业是根据商务部有关规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 亦即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

司和内资融资租赁企业。此外, 根据《外商投资租赁业管理办法》, 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外商投

资企业为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可用于融资租赁业务的租赁财产包括: 

各类动产(生产设备、通信设备、医疗设备、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办公设

备等)、各类交通工具(飞机、汽车、船舶等)及前述动产和交通工具附带的软件、技术等无形资产, 

但附带的无形资产价值不得超过租赁财产价值的二分之一。由于房地产不属于动产、各类交通工

具或无形资产, 因此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不能将房地产作为租赁物。而对于内资融资租赁企业, 

根据条文的规定, 可理解为只要相关房地产权属清晰、真实存在且能够产生收益权即可作为融资

租赁的租赁物。 

 

此外, 如果融资租赁公司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违反了上述监管规定 2 对租赁物范围的限制, 该融

资租赁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法释[1999]19 号)的第四条, “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 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 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上述三项监管规

定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或商务部制定, 属于部门规章, 故人民法院不能依据这三项监管

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但需要注意的是, 违反监管规定仍存在受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现行部分监管规定从侧面认可了房地产融资租赁的存在。例如, 财政部曾先后于 2009 年和 2012

年发布通知对融资租赁房产的房产税问题 3 以及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的税务问题 4 进行细化规定; 

舟山市人民政府也在 2015 年发文 5 鼓励融资租赁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开展房产、土地使用权等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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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租赁业务, 积极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房地

产融资租赁存在于目前的融资租赁实务中, 不但没有被监管部门明文禁止, 甚至有被鼓励发展的

趋势。虽然这些规定并非来自融资租赁公司的主管部门, 却印证了房地产融资租赁在实务中并不

罕见且具有一定价值这一事实。 

 

五. 房地产融资租赁常见模式 

 

实务中, 常见的融资租赁模式有三种 6。第一种, 直接租赁模式, 即融资租赁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

并获得房产产权后再将该房产出租给承租人(出卖人和承租人非同一方)。第二种, 售后回租模式, 

即融资租赁公司购买并获得房产产权后再将该房产回租给承租人(出卖人和承租人是同一方)。在

售后回租模式的基础上, 还有融资租赁公司将出租房产所形成的应收账款卖给银行, 从而实现资

产的盘活,  

 

这也被称为售后回租保理模式 7。第三种, 间接租赁模式, 即以与房地产有关的设备为租赁物, 进

行售后回租, 间接实现对房地产项目的融资。 

 

六. 其他法院案例 

 

在其他以房地产为租赁物的案例中, 法院对房地产作为租赁物的现象普遍持默认的态度, 即不正

面讨论房地产能否作为租赁物, 但认定涉案的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1. 化州市供电局与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在该案中, 租赁公司出资向供电公司购买电站全部房屋建筑、设备设施, 以回租的方式出租

给供电公司使用, 故租赁物中包括房地产。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 

又不为国家法律所禁止, 且当事人对租赁物所有权转移与否并无争议, 所以, 合同有效, 受

法律保护”。 

 

案例索引: (2003)沪高民二(商)终字第 53 号 

 

2. 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与孙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在该案中, 当事人签订了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对四套房产进行回租。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为涉案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

定, 为有效合同”。 

 

案例索引: (2013)鲁商初字第 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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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华门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百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一案 

 

在该案中, 当事人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对 12 套商品房进行售后回租。嘉

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签署的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

政法规禁止性规定, 均合法有效, 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 

 

案例索引: (2014)嘉南商初字第 995 号 

 

4. 华晟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东海县远洲城市广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连云港新时代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在该案中, 融资租赁的租赁物为商铺。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认为签署的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

真实意思的表示, 形式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 均属合法有效”。 

 

案例索引: (2015)张商初字第 00720 号 

 

七. 融资租赁关系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 在本文文首所讨论的案例中, 最高人民法院对融资租赁合同的特征进行了如下总

结: 一是通常涉及到三方合同主体(即出租人、承租人、出卖人)并由两个合同构成(即出租人与承

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出租人与出卖人就租赁物签订的买卖合同); 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

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购买租赁物; 三是租赁物的所有权在租赁期间归出租人享有, 租赁物

起物权担保作用; 四是租金的构成不仅包括租赁物的购买价格, 还包括出租人的资金成本、必要

费用和合理利润; 五是租赁期满后租赁物的所有权从当事人约定。 

 

上述总结体现了融资租赁融资与融物相结合的特征。例如, 租赁物起物权担保的作用体现了融资

的特征, 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选择购买租赁物体现了融物的特征。这似乎也解释了文首案例和其

他法院案例对房地产融资租赁的两种不同裁判思路的原因——涉案的合同关系是否兼具融资和

融物两大特征, 如果兼具, 涉案合同应被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 如果仅具融资的特征, 则涉案合

同不应被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 

 

关于房地产能否作为租赁物, 有一种观点 8 也强调了融资租赁关系应兼具融资与融物两大特性。

该观点认为租赁物为企业厂房、设备等的融资租赁合同应被认定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 租赁物

为在建住宅商品房项目的融资租赁合同不应被认定构成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因为第一种情况下, 

承租人往往将租赁物用于生产, 体现了融资与融物的特征。而第二种情况下, 作为承租人的房地

产开发商并非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 其真实目的是通过售后回租获得融资而非使用租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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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结语 

 

2013年 3月 11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

求意见稿)》, 其中第三条规定的是特殊租赁物的法律关系认定, 一种意见主张“以土地、房屋等不

动产或以基础设施收费权等无形财产权益作为租赁物, 不构成融资租赁关系的, 人民法院应按实

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而另一种意见主张“有限允许不动产如商业地产、厂房作为融资租赁的

租赁物,土地使用权、住宅等不能作为租赁物。”但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发布的《司法解释》对此却

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虽然目前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均未直接回答房地产能否作为融资租赁租赁物这一问题, 但从现有

案例可知真实体现融资和融物两大特征的房地产融资租赁关系往往能够获得法院认可, 而名为融

资租赁实为融资的合同关系将被刺破“面纱”认定为借贷关系。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缄默似乎也避免

了直接认可房地产融资租赁而架空现有房地产调控政策, 同时也避免了直接否认房地产融资租赁

而影响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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