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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6_B3_A8_c45_644264.htm 第十九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

第（六）项所称租金收入，是指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

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租金收入，按照合

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释义」 

本条是关于收入总额中的租金收入的规定。 本条是对企业所

得税法第六条第（六）项中“租金收入”的细化说明。企业

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六）项只是将“租金收入”作为收入的

一种，但并未明确到底什么是税法规定的租金收入，租金收

入又是如何确认的？这就是本条规定要解决的问题。 本条是

根据原内资税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修改而来的。原内资

税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第四款规定：“条例第五条第（四）

项所称租赁收入，是指纳税人出租固定资产、包装物以及其

他财产而取得的租金收入。”这次修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将原内资税条例实施细则中的“出租”概念进一步明确

为提供有形资产使用权；二是将“其他财产”修改为“其他

有形资产”，与“固定资产”的表述相呼应。资产相对财产

而言，更强调租赁物对企业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 一、租

金收入的来源范围租金是以当事人双方存在租赁合同关系为

前提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二条规

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

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租金是为取得租赁物的使用权而支付

的代价，是租赁合同的必要条款。租金收入即企业将自己的



财产出租给其他企业或个人使用并从中收取的费用。本条列

举了固定资产和包装物两类通常作为租赁物的企业资产类型

。固定资产，包括企业的厂房、生产设备、运输工具等，由

于其物质形态较为稳定，可供长期使用，可作为租赁物提供

给他人使用而发挥其经济价值。包装物是为产品提供包装的

部分，也可作为租赁物。其他资产，包括除固定资产、包装

物以外企业可作为租赁物的其他资产，如生物资产、原材料

等。 二、租金收入的确认会计准则规定，企业的租金收入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收入：一是相关的经济利益能

够流入企业；二是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 而本条第二

款规定，租金收入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

期确认实现。这一规定，已经不完全属于权责发生制，而更

接近于收付实现制。租金的支付时间是租赁合同的重要条款

，承租人应当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支付时间履行支付租

金的义务，因此自合同约定支付租金之日起，该笔租金在法

律上就属于出租人所有，发生财产转移的法律效力。 企业租

金收入金额，应当按照有关租赁合同或协议约定的金额全额

确定。 第二十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七）项所称特许权

使用费收入，是指企业提供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

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

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释义」 本条是关于收入总额中的特许

权使用费收入的规定。 本条是对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七

）项中“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所作的具体细化。企业所得税

法的这一条规定只是将“特许权使用费收入”作为收入的一

种，但是并没有明确到底什么是特许权使用费？应该如何确



认其收入的实现？这就是本条规定要解决的问题。 原内资税

条例的实施细则第七条第五款规定：“条例第五条（五）项

所称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是指纳税人提供或者转让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而取

得的收入。”本条基本上是沿用原内资税条例实施细则的这

一规定，未作修改。 一、特许权的含义及范围特许权的范围

非常广泛，既可能是单一性质的法定权利，如专利权、商标

权、著作权（版权）等，也可能是多种因素的组合，如某种

产品的生产方法、某种经营模式（如连锁店经营）等。特许

经营根据其权利对象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商标特许经营、产

品特许经营、生产特许经营、品牌特许经营、专利及商业秘

密特许经营和经营模式特许经营等几种类型。特许经营是民

事行为，应当根据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法律的规

定进行。特许权使用可包括排他使用和非排他使用。前者是

指被许可人获得该专利使用权后，专利权人承诺在约定使用

期限内不再授予他人该专利使用权，自己也不使用，因此被

许可人对该专利享有约定期限内的专有使用权；后者是指专

利人还可以在许可人的使用期限内授予他人使用或自己使用

，这就可能与被许可人在市场上形成竞争关系。具体采取何

种使用方式，由专利权人和被许可人在书面的实施许可合同

中约定。 本条列举了以下几种类型的特许权： （一）专利权

。又称发明创造专利权，是国家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发

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智力成果授予的排他性享有和使

用的权利。专利权是专利权人的一种财产权，是其通过发明

创造或他人转让而获得的，是对其智力劳动的报酬，专利权

人可以排他性地使用其专利，或者授予他人使用该专利的权



利，从而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专利权是鼓励发明创造而通过

法律规定的一种民事权利。专利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

利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非专利技术。是指除专

利技术以外，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实用性的技术。非专利

技术包括技术知识、经验等，能产生经济价值或竞争优势，

且采取了保密措施，包括在授权他人使用时也要求他人承担

保密义务。非专利技术是商业秘密的一种。 （三）商标权。

又称商标专用权，是指经依法注册商标的所有权人支配其注

册商标并禁止他人侵害的排他性权利，包括商标权人对其注

册商标的排他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续展权和禁止他人

侵害的权利等。专利权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四）著作权。又称版权，分为著作人格

权与著作财产权两部分。其中著作人格权包括对作品的发表

权、署名权、修改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等；著作财产权包括

对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

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摄制权、改变权、翻译权以

及许可他人使用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等。著作权人可以依法转

让其著作财产权并获得相应的报酬收入。 （五）其他特许权

。除以上四项较为常见的特许权外，还有一些特许权的类型

，如连锁店经营的加盟特许权、品牌经营特许权等。这些都

是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通常要以支付费用的方式取得，因

此也是特许权所有人的重要收入来源。 二、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的确认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的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同

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收入：一是相关的经济利益能

够流入企业，二是收入的金额能够合理地计量。 但是，本条

第二款规定，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



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实现。特许权使用费的

支付时间是特许权使用合同的重要条款，被许可人应当按照

合同约定的使用费支付时间履行支付义务，因此自合同约定

的支付使用费之日起，该笔使用费在法律上就转归特许权人

所有，在法律上发生财产转移的效力。这样处理，则可使特

许权使用费收入与许可他人使用该特许权所付出的成本和费

用在此期间内相互对应，从而反映出企业收入的真实成本，

便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本条的这一规定，并没有完全按照

会计准则的上述规定处理，不完全是权责发生制，而更接近

于收付实现制。 企业特许权使用费收入金额，应当按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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