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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税务影响及筹划分析
王小翠

（安徽辉隆汇元集团有限公司，安徽 合肥 230000）

0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汽车行业的迅猛增

长，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在近年来蓬勃发展。汽车租

赁作为一种灵活、便捷的交通工具使用方式，受到越

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对汽车经

营性租赁业务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其中，营改增

政策作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于各行各

业的税收影响都不可忽视。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作为

其中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也受到了营改增政策的影

响。因此，深入研究营改增政策对汽车经营性租赁业

务的税收影响及相应的税务筹划分析，对于企业和政

府部门都具有重要意义。本论文旨在探讨营改增政策

对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税收影响以及相关的税务筹

划分析。

1 营改增政策和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概述
1.1 营改增政策的基本内容

营改增政策是指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于 2016 年推
出的一项重大税制改革，旨在从增值税（value added
tax, VAT）和营业税（business tax, BT）的并行征收制度
转变为全面实施增值税的制度。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是

降低税负、减少税收负担，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前，营业税主要针对服务业和

建筑业，而增值税主要针对工业制造业。根据营改增政

策，涉及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行业将全部纳入增值税的

征税范围，实现了两个税种的统一[1]。对于汽车经营性
租赁业务来说，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其税收形势产生

了重要影响。

1.2 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基本特点
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是指企业以经营性为目的购

买、租赁汽车，并通过租赁方式提供给客户使用的一种

商业模式。这种业务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资产配置灵活性。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允许租
赁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要求，灵活配置和管理汽

车资产，提供不同类型和规格的汽车租赁服务。

（2）长期租赁周期。相对于短期租赁或日常租赁，
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往往涉及较长期的租赁周期，通

常为数年甚至更长。

（3）融资租赁属性。在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中，租
赁企业一般通过自有资金或融资手段购买汽车，并通

过租赁收入逐步回收投资成本。

（4）附加增值服务。租赁企业通常提供一系列附加
增值服务，如车辆维修保养、保险代理、驾驶员培训等，

以提高客户的使用体验和服务质量。

（5）税收筹划空间。由于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特
殊性质和经营模式，存在一定的税收筹划空间，可以通

过合理的税务策略降低税负，优化税收结构。

在营改增政策下，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面临着一

系列税收影响和挑战。首先，纳税主体发生了变化。在

营改增前，租赁业务属于营业税纳税范畴，纳税主体为

租赁企业，纳税依据是企业的营业收入。而在营改增

后，租赁业务被纳入增值税范畴，纳税主体变为租赁企

业和承租方，纳税依据是增值税销售额和租金收入。这

一变化导致租赁企业需要熟悉并适应增值税制度，同

时也给纳税申报和缴纳增值税带来了新的挑战。

2 营改增政策对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税收影响
2.1 纳税主体的变化

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使得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纳

税主体发生了变化。在营改增前，租赁业务属于营业税

的纳税范畴，纳税主体为租赁企业，纳税依据是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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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2]。而在营改增后，租赁业务被纳入增值税的
范畴，纳税主体变为租赁企业和承租方，纳税依据是增

值税销售额和租金收入。

对于租赁企业来说，营改增政策带来了双重影响。

首先，作为出租方，租赁企业需要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的规定，对出租的汽车收取增值税，并进行纳税申报

和缴纳税款。其次，作为承租方，企业在支付租金时，需

按规定向租赁企业支付增值税，并在纳税申报时进行

抵扣。租赁企业需要注意纳税主体的选择。根据企业规

模、业务特点和财务状况，可以选择成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成为一般纳税人可以享受更广

泛的进项税额抵扣范围，但也需要承担更多的纳税义

务和税务管理责任。而成为小规模纳税人则简化了纳

税申报和税务管理的程序，但进项税额抵扣范围相对

有限。租赁企业应综合考虑自身情况，合理选择纳税主

体身份，以实现最优化的税务筹划。

2.2 税率调整对租赁业务的影响
营改增政策对租赁业务的税率调整是影响租赁企

业税收的重要因素。根据不同类型和用途的租赁汽车，

增值税税率有所不同。一般而言，长期租赁的运输工具

如货车和客车，适用较低的税率；而短期租赁的高档汽

车，适用较高的税率。对于租赁企业来说，合理选择租

赁对象和合同结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税负是一项重

要的税务筹划工作[3]。例如，对于高档汽车的短期租赁
业务，租赁企业可以考虑与客户签订分开合同，将租赁

服务费和汽车销售分开计算，从而按照不同税率进行

纳税。这样可以避免将高税率直接应用于整个租赁费

用，减少租赁企业的税负。

对于不同地区的租赁业务，税率的差异也需要考

虑。在营改增政策下，不同地区的增值税税率可能存在

差异，租赁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地区进

行经营，以获得税负的优势。

2.3 进项税额抵扣的变化
在营改增政策下，租赁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范围

发生了变化。在营业税时代，租赁企业的进项税额抵扣

主要限于直接用于租赁业务的成本和费用。而在营改

增后，租赁企业可以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规定，将

与租赁业务相关的购置、运输、维修等进项税额进行抵

扣[4]。这一变化为租赁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进项税额抵
扣空间，可以降低实际应纳税额，减少税负。租赁企业

应仔细审查和核对进项税额的合规性和准确性，确保

符合税务规定，同时建立完善的会计和税务档案，以便

在纳税申报时提供相应的凭证和证明。

租赁企业还应注意进项税额的时限性。根据税法

规定，进项税额的抵扣必须在申报期内进行，逾期将无

法抵扣。因此，租赁企业需要严格按照税务规定进行纳

税申报和抵扣，确保及时性和合规性。

3 税务筹划分析
3.1 合理选择纳税主体身份

在营改增政策下，租赁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

发展战略，合理选择纳税主体身份，以实现最优化的税

务筹划。一般而言，租赁企业可以选择成为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或小规模纳税人。

成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租赁企业可以享受更广

泛的进项税额抵扣范围，包括与租赁业务相关的购置、

运输、维修等进项税额。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实际

应纳税额，降低税负。但成为一般纳税人也意味着租赁

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和税务管理责任，包括

按时申报纳税、做好会计核算和报表编制等。租赁企业

应综合考虑自身规模、业务模式和财务状况，评估是否

具备成为一般纳税人的条件和能力[5]。
租赁企业还可以选择成为小规模纳税人。成为小

规模纳税人可以简化纳税申报和税务管理的程序，减

少企业的管理成本。然而，小规模纳税人的进项税额抵

扣范围相对有限，只限于租赁业务的成本和费用。

3.2 优化进项税额抵扣
进项税额抵扣是租赁企业降低税负的重要手段。

租赁企业应充分了解并合理运用进项税额抵扣政策，

以降低实际应纳税额。租赁企业应严格按照税法规定，

确保进项税额的合规性和准确性。必须确保进项税额

的发票符合税务规定，包括发票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合

法性。租赁企业还应建立完善的会计和税务档案，及时

保存和整理进项税额的相关凭证和证明材料，以便在

纳税申报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证明。

另外，租赁企业应充分利用与租赁业务相关的进

项税额抵扣。除了直接与租赁业务成本和费用相关的

进项税额外，租赁企业还可以考虑以下方面的优化。

（1）进行分开合同：对于与租赁业务有关的费用，
如汽车购置、运输、维修等，租赁企业可以与供应商签

订分开合同，将租赁服务费和购置费用分开计算。这样

能将购置费用所涉及的进项税额单独抵扣，减少税负。

（2）混合销售的处理：有些租赁企业可能提供多种
服务，包括租赁和其他增值服务，如维修保养、车辆管

理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将销售收入进行合理拆

分，并将不同部分的销售额按照相应的税率进行计税。

（3）地区选择：根据不同地区的税率差异，租赁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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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以考虑在税率较低的地区进行经营，以降低税负。

3.3 降低税负
（1）税务优惠政策的利用。不同地区和行业可能存

在税务优惠政策，租赁企业可以充分了解并合理利用

这些政策，以降低税负。例如，一些地区对于汽车租赁

业务可能提供减免或优惠的税收政策，租赁企业可以

申请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2）税务合规和风险管理。租赁企业应建立健全的
税务管理制度，确保纳税申报和缴税的合规性和准确

性。同时，租赁企业需要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及

时应对税务风险，避免因税务违规而增加税负。

（3）财务规划和税务筹划。租赁企业应进行有效的
财务规划和税务筹划，根据企业的经营模式、资金需求

和发展战略，优化税务结构。通过合理的资金安排、资

产配置和财务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税负。

4 案例分析
4.1 纳税主体身份选择策略

假设某汽车经营性租赁企业在营改增政策实施后

需要选择合适的纳税主体身份，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税

负。该企业经营规模较大，租赁业务涉及的进项税额较

多。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可以考虑成为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成为一般纳税人可以享受更广泛的进项税额抵

扣范围，包括与租赁业务相关的购置、运输、维修等进

项税额。通过合理的进项税额抵扣，可以减少实际应纳

税额，降低税负。同时，该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纳税义

务和税务管理责任，包括按时申报纳税、做好会计核算

和报表编制等。该企业还需注意不同地区的税率差异。

根据税率的差异，该企业可以选择在税率较低的地区

进行经营，以获得更低的税负。

4.2 进项税额抵扣优化策略
考虑另一个案例，某汽车经营性租赁企业提供租

赁服务的同时还提供维修保养等增值服务。该企业在

营改增政策实施后需要优化进项税额抵扣，降低税负。

为了实现优化，该企业可以进行销售额的合理拆分。将

租赁服务和增值服务分开计算，按照不同的税率进行

计税。这样可以确保租赁服务所涉及的销售额按照较

低的税率计税，减少税负。同时，增值服务所涉及的销

售额按照较高的税率计税，保证税收的合规性。

该企业还应充分利用与租赁业务相关的进项税额

抵扣政策。通过准确核对和保存相关的发票和凭证，确

保进项税额的合规性和准确性。同时，建立完善的会计

和税务档案，及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证明材料，以确保

进项税额的合理抵扣，降低实际应纳税额。

4.3 税负降低策略
在第三个案例中，假设某汽车经营性租赁企业在

营改增政策下面临较高的税负，要采取措施降低税负。

该企业可以充分利用税务优惠政策。不同地区和

行业可能存在税收减免或优惠政策，企业应详细了解

相关政策，并按规定申请享受相应的减免或优惠措施。

例如，某地区对租赁企业提供购置税减免政策，该企业

可以主动申请享受该政策，减少购置税的负担。该企业

可以通过财务规划和税务筹划来降低税负。通过合理

的资金安排、资产配置和财务管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应纳税额。例如，该企业可以优化租赁合同和支付方

式，合理分摊租金和租赁期限，以减少应纳税额。此外，

对于具备资金实力和条件的企业，可以考虑采取资产

租赁融资等金融工具，以优化资金结构和降低税负。

该企业还应加强税务合规和风险管理。建立健全

的税务管理制度，确保纳税申报和缴税的合规性和准

确性。同时，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避免因税务违

规而增加税负。及时了解税法的变化和政策的更新，确

保企业始终符合最新的税收规定。

5 结语
营改增政策对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税收影响不

可忽视，企业需要积极应对。通过合理选择纳税主体身

份、优化进项税额抵扣和降低税负等税务筹划措施，企

业可以减少税收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并为可持续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政府部门也应根据研究结果进一步完

善税收政策，促进汽车经营性租赁业务的健康发展。最

后，鉴于本研究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展

样本范围和深化分析，以全面理解税收政策对汽车经

营性租赁业务的影响及相应策略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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