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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增值税转型以来, 融资租赁行业受到了严重冲击。一直不

断的业内呼声最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回应: 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0 年

9 月 8 日颁布了第 13 号公告, 明确了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

出售资产时一些税务问题, 给寒冬中的融资租赁业务中带来了暖

意。 
 

公告要点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资产时, 资产所有权以及

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完全转移, 不属于

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范围。 
 

 售后回租中承租人出售资产的行为应视同为融资行为, 承租

人不确认销售收入, 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但应按承租人出售

前原账面价值作为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同时, 承租人支付的属

于融资利息的部分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该公告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但对于此前因与 13 公告

规定不一致的税收处理而已缴纳的税款可以申请退税。 

 

我们的分析 

 

 应当注意 13 号公告的适用范围 
 

13 号公告中所述的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是指承租方以融资为

目的将资产出售给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后, 又将

该项资产从该融资租赁企业租回的行为。这里需要注意出租

人的资质问题, 即必须是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如

缺乏适格出租人, 售后回租交易原则上是不能适用该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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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后流转税改革时代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税负增加 
 

13号公告公布以前,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相关税收规定不明确, 往往被分解为销售和租赁两项业务

进行税务处理, 但流转税改革给承租人带来了额外的税务负担。以旧设备的售后回租业务为例, 在

流转税改革前, 根据《关于增值税、营业税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财税字(94)026 号), 单位和个体

经营者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货物的固定资产, 暂免征收增值税。承租人可以根据该文在售后回租

业务的出售阶段避免缴纳增值税。但 2009 年增值税转型以后, 上述暂免征收增值税的规定实际上

已经停止执行, 部分地区的税务机关根据《关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8]170 号)开始要求承租人缴纳增值税。这无疑额外增加了融资租赁业务的整体税务负担。 

 
基于“实质课税”原则, 13 号公告确认了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售阶段“资产所有权有关的

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完全转移”。由于在该阶段不存在税收意义上的资产销售行为, 从而承租方在

出售阶段不应被征收增值税或营业税。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可能是融资租赁的首选模式 
 

2009 年流转税改革以来, 融资租赁公司一直被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导致承租人无法抵扣增值税进

项的问题所困扰。13 号公告就该问题为部分融资租赁项目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即承租人出售设备

给融资租赁公司阶段, 资产所有权有关的报酬和风险并未完全转移, 故不需缴纳增值税或营业税。

由于在第一步承租人已经取得了增值税抵扣凭证, 因而在租赁设备时承租人无需取得融资租赁公

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 从而也就解决了无法抵扣增值税进项的问题。我们理解, 仅从增值税的角度

而言, 售后回租可能是目前融资租赁的首选模式。 
 

 尚待明确的问题 
 

13号公告确立了对售后回租业务实行实质性课税的原则, 为融资租赁业解困, 但仍然有一些不够明

确的地方, 例如:  
 

－ 根据 13 号公告, 出租人可以将融资利息直接在财务费用中列支, 但并未明确说明该项利息的

性质及其具体范围。 

 

－ 13 号公告对于出租人的营业税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在融资租赁项下, 出租人以其向承租者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除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之余额为营

业额。在“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报酬和风险并未完全转移”的情况下, 如何确认“出租方承担

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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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目前中国内地融资租赁行业与国际同行仍然有一定差距。而税收作为融资租赁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无疑

对行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2009年流转税改革以来, 融资租赁行业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

可喜的是,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实际解决相关问题, 我们期待在之后的税改中, 能切实解决融资租

赁行业的税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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