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融资租赁的税务筹划(融资租赁税务处理例子)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会经常接触到“租赁”一词，其实租赁的种类有很多种，其中
“融资租赁”就是其中的一种，而且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那么对于什么是“融资租
赁”，我相信很多人对它都很陌生，那么它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租房子、租车子”
等租赁又有什么区别呢？下面就对融资租赁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分析，希望对大
家会有所帮助。

一、什么是租赁？

租赁，通常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以一定费用借贷实物的经济行为，即一方支付货币换
取另一方某种物品的使用权。这种使用权是在一定的期限内，此时物品的所有权并
未转移还在出租人手里，承租人支付租金只是取得了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期限到
承租人需要归还。

二、什么是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
货人购买租赁物，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
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
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全部义务后，对租赁物的归属没
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商确定；不能协商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
易习惯确定，仍然不能确定的，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

从《会计学》的角度，我相信大家能更好的把握它。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
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
移。符合下列一项或数项标准的，应当认定为融资租赁：

（一）在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的所有权转移给承租人。

（二）承租人有购买租赁资产的选择权，所订立的购买价款预计将远低于行使选择
权时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因而在租赁开始日就可以合理确定承租人将会行使这种
选择权。

（三）即使资产的所有权不转移，但租赁期占租赁资产使用寿命的大部分（租赁期
限一般为设备使用寿命的75%以上）。

（四）承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租赁资
产公允价值；出租人在租赁开始日的最低租赁收款额现值，几乎相当于租赁开始日
租赁资产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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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租赁资产的性质特殊，如果不作较大改造，只有承租人才能使用。

三、融资租赁的金融属性

融资租赁是集融资与融物、贸易等于一体的新型金融模式，是一种资金筹集的行为
与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公司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及资金状况，以及未来经营发展的
需要，通过科学的预测和决策，从一定的渠道向公司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去筹集资金
，以扩大生产、更新设备、研发新技术等一系列手段以保证公司可持续经营的行为
，所以其本质属性就是金融。

融资租赁中租赁物所有权为出租人所有，租赁物作为“长期应收款”；而承租方可
以把租赁物计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相较于其他融资方式，融资租赁则是一种
“全额信贷”，它对租赁物（以大型设备为例）价款的全部甚至包括运输费、保险
费、安装费等附加费用都提供资金融通。虽然融资租赁通常也要在租赁开始时支付
一定的保证金，但这笔费用一般较其他融资方式（如：分期付款等）所需的即期付
款额要少得多。因此，同样一件物品，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提供的信贷总额一般比其
他方式所能够提供的要多。

四、租赁的会计处理及税务处理

1、租赁的会计处理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一租赁》（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按照新租赁准则，承租人
会计处理不再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而是采用单一的会计处理模型，也就是说
，除采用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对所有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产
和租赁负债，参照固定资产准则对使用权资产计提折旧，采用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确
认每期利息费用。

出租人
的租赁仍分为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两大类，并分别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一项
租赁属于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取决于交易的实质，而不是合同的形式（即实质重
于形式）。如果一项租赁实质上转移了与租赁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几乎全部风险和报
酬，出租人应当将该项租赁分类为融资租赁，出租人应当将除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
租赁分类为经营租赁。

2、租赁的税务处理

新租赁准则将原租赁准则下承租人的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会计处理方式进行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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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要求承租人对所有租赁（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
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这种处理充分考虑了分期
支付租金的货币时间价值。而税法通常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仅按照实际支付款项
作为计税基础。

我国的税法相关条款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财务、会计处理办法与税
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计算”。
这一规定被理解为：税法没有规定租赁的分类标准，可以采用会计准则对租赁的分
类和确认标准；税收法规规定了租赁资产的计税基础和扣除时间，并且与会计准则
不一致，应遵循税收法规。

我国的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租入固定资产支付的
租赁费，按照以下方法扣除：

（一）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租赁期限均匀扣除；

（二）以融资租赁方式租人固定资产发生的租赁费支出，按照规定构成融资租人固
定资产价值的部分应当提取折旧费用，分期扣除。

“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以租赁合同约定的付款总额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
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租赁合同未约定付款总额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
和承租人在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为计税基础”。此外还规定，企业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利息支出(包括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
准予扣除，其中，金融企业包括从事租赁等业务的专业和综合性非银行金融机构。

五、租赁的决策

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会将租赁看做是一种融资的方式，如果租赁融资的方式
比其他融资的方式更有利，则企业通常考虑租赁融资。那么企业该如何选择呢？

(1)分析是否应该取得一项资产

这是租赁分析的前置程序，承租人在决定是否租赁一项资产之前，先要判断该项资
产是否值得投资。通常，确信投资于该资产有正的净现值（NPV）之后才会考虑如
何筹资问题。

(2)分析企业是否有足够的现金用于投资该项资产

通常，运行良好的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多余现金用于目标资产投资，就需要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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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筹资。

(3)分析比较可供选择的筹资途径

通常筹资的途径包括借款和发行新股等，租赁只是可供选择的筹资途径之一。但在
现实生活中，发行新股的条件要求非常高，绝大部分的企业难以企及这个高度；而
借款的成本又非常高而且还面临着被“断贷、抽贷”的风险，此时租赁的筹资方式
对企业来说可能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4)计算净现值

根据财务管理的基本要求，为获得同一资产的两个方案，现金流出的现值较小的方
案就是比较好的方案。如果租赁方式取得资产的现金流出的总现值小于借款筹资，
则租赁的方式是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

(5)根据以上情况决定是否选择租赁的融资方式

案例
：A公司是一个制造企业，为增加产品产量决定添置一台设备，预计该设备将使用4
年。公司正研究是通过自行购置还是租赁的方式租赁取得该设备。有关资料如下：
（注：折现系数通过查表得出，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1)如果自行购置该设备，预计购置成本100万元。税法折旧年限为5年，折旧期满
时预计净残值率为5%，直线法计提折旧。4年后该设备的变现价值预计为30万元。
设备维护费用（保险、保养、修理等）预计每年1万元，假设发生在每年年末。

(2)B租赁公司可提供该设备的租赁服务，租赁期4年，年租赁费20万元，在年初支
付。租赁公司负责设备的维护，不再另外收取费用。租赁期内不得撤租。租赁期届
满时租赁资产所有权不转让。

(3)A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25%，税后借款的利率为8%。

答：(1)租赁方案：

① 判断租赁的税务性质。该合同不属于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符合融资租赁的认定标准，租赁费用每年20万元，不可在税前和除。

② 租赁资产的计税基础。由于合同约定了承租人的付款总额，租赁费是取得租赁资
产的成本，全部构成其计税基础：租赁资产的计税基础=20×4=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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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折旧抵税。按同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计提折旧费：

租赁资产的年折旧额=80×（1-5%）/5=15.2(万元)

每年折旧抵税=15.2×25%=3.8（万元）

④ 期末资产变现。该设备租赁期届满时租赁资产所有权不转让：

期末资产变现流入=0万元

期末资产账面价值=80-15.2×4=19.2（万元）

期末资产变现损失=19.2-0=19.2（万元）

期末资产变现损失减税=19.2×25%=4.8（万元）

⑤ 各年现金流量。

第1年年初（第0年年末）现金流量=-20万元

第1年至第3年年末现金流量=-20+3.8=-16.20（万元）

第4年年末现金流量=3.8+4.8=8.6（万元）

⑥ 租赁方案现金流量总现值=-20-16.20×2.5771+8.60×0.7350=-55.43(万元)

(2)购买方案

① 购置设备：

第1年年初购置设备=100万元

② 折旧抵税,按税法规定计提折旧费：

购买资产的年折旧额=100×(1-5%)/5=19（万元)

每年折旧抵税=19×25%=4.75（万元)

③ 税后维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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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年末税后维修费用=1×(1-25%)=0.75（万元)

④ 期末资产变现：

期末资产变现流入=30万元

期末资产账面价值=100-19×4=24（万元)

期末资产变现利得=30-24=6（万元）

期末资产变现利得纳税=6×25%=1.5（万元）

⑤ 各年现金流量：

第1年年初（第0年年末）现金流量=-100万元

第1年至第3年年末现金流量=4.75-0.75=4（万元)

第4年年末现金流量=4.75-0.75+30-1.5=32.5（万元)

⑥ 购买方案现金流量总现值=-100+4×2.5771+32.5×0.7350=-65.8（万元)

(3)两种方案的比较

通过以上计算可以得出：租赁方案现金流量总现值小于购买方案现金流量总现值，
所以，本例中采用租赁方案更有利。

综上所述，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融资租赁是现代化的新型金融服务形式，是集金融、贸易、服务
为一体的跨领域、跨部门的交叉行业。大力推进融资租赁发展，有利于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促进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于加快商品流通、扩大内需、促进技术更新
、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它同样不可
避免的也有许多的风险，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企业融资不论是通过融资租赁、借
款或是其他途径，都需要精心研判市场的发展趋势及市场风险，这样才能实现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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