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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6_97_A0_E

7_9B_B8_E5_BA_94_E8_c46_78910.htm 无融资租赁经营资格的

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如何征税？ （一）资料 甲公司（一般

纳税人）系商品流通企业，兼营融资租赁业务（未经中国人

民银行批准）。2001年1月份，甲公司按照乙公司所要求的规

格、型号、性能等条件购入1台大型设备，取得的增值税发票

上注明的价款是500万元，增值税额85万元，该设备的预计使

用年限为10年（城市维护建设税适用税率7％、教育费附加征

收率为3％）。该公司准备了如下两个融资租赁方案： 方案

（1）：租期10年，租赁期满后，设备的所有权归乙公司，租

金总额1000万元，乙公司于每年年初支付租金100万元； 方案

（2）：租期8年，租赁期满，甲公司将设备残值收回，租金

总额800万元，乙公司于每年年初支付租金100万元。 （二）

要求 根据规定，2001年度“金融保险业”营业税税率适用8％

，请分别计算甲公司两种方案应纳的各项税费。 （三）解答 

国税函[2000]51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

转税问题的通知》及国税函[2000]909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融资租赁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对经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以及经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部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从事的融资租赁业

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租方，均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不

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若租赁的货物的

所有权转让给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营业税；若租赁的



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该公司属于未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应视租赁

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移来确定应纳税款。 方案（1）租赁期

满后，设备的所有权转让，按规定应征收增值税，不征营业

税。 因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按规定，该设备的进项

税额应允许抵扣。 甲公司应纳增值税＝销项税额－进项税额

＝1000÷（1＋17％）×17％－85＝60.30（万元） 应纳城市维

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60.30×（7％＋3％）＝6.03（万元）

由于征收增值税业务的融资租赁实质上只是一种购销业务，

应按照购销合同征收万分之三的印花税。 应纳印花税＝1000

×0.3‰＝0.3（万元） 方案（1）应纳税费合计＝60.30＋6.03

＋0.3＝66.63（万元） 方案（2）租赁期满后，甲公司将设备

收回，即设备的所有权不转让，按规定应征收营业税，不征

增值税。 按照国税发[2000]15号文件的规定，融资租赁业务

，以其向承租者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包括残值）减

去出租方承担的出租货物的实际成本后的余额为营业额。 收

回残值＝585÷10×2＝117（万元） 应纳营业税额＝（800

＋117－585）×8％＝26.56（万元） 按照国税发[1997]39号通

知规定，2001年金融保险业营业税适用8％的税率，对随同营

业税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仍按原税率5％计

征，提高3％税率的部分予以免征。 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及

教育费附加＝（800＋117－585）×5％×（7％＋3％）＝1.66

（万元） 应当注意：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对银行及其他金

融组织的融资租赁业务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应按借款合同

征收印花税，对其他企业的融资租赁业务不征印花税。 因此

，方案（2）不征收印花税。 方案（2）应纳税费合计＝26.56



＋1.66＝28.22（万元） 解题指导： 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

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的设备租赁业务。即：出租人根据承租

人所要求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条件购入设备租赁给承租人

，合同期内设备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

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承租人有权按残值购入设备，以拥有

设备的所有权。税法对未经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

按照租赁期满承租人是否拥有设备的所有权对融资租赁方式

进行了划分，并以此作为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依据。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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