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 年，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其中对于经营租

赁，未规定纳入资产负债表，致使其财务报表无法全面反映因租赁交易取得的权

利和承担的义务，降低了财务报表的可比性。2016 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租赁》进行了修订，其核心变化为取消了承租方关于

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的分类，要求承租方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所

有租赁，均应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鉴于以

上背景，为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财政部结合我国实际，修订发

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会〔2018〕35 号）（以下简称“新租赁

准则”）。 

本文拟根据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范，结合案例，对承租方会计处理及纳税调

整简要介绍。 

一、会计处理 

新租赁准则重新定义了租赁，明确为“在一定期间内，出租人将资产的使用

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对价的合同”。换而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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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租方在具体会计处理时，将使用到“



贷：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360000 

2.2021 年 12 月，确认租赁负债利息和计提折旧，支付租金。租赁负债按表 1 所述方法进行后续计量。 

表 1 

 

使用权资产折旧额=309252/3=103084 

借：财务费用   24740 

    贷：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24740 

借：管理费用   103084 

    贷：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103084 

借：租赁负债——租赁付款额   120000 

    贷：银行存款   120000 

2022 年、2023 年，比照 2021 年的会计分录进行账务处理。 

二、纳税调整 

需要提醒关注的是，承租方在按照新租赁准则规范会计处理后，还要注意税收法律、法规等的相关规定，在企

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进行相应的纳税调整。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

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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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上例，我们不难发现，2021 年，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127824 元（103084+24740）；允许税前

扣除的金额为 120000 元；两者的差异额 7824 元，需要在当年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纳税调整。各年度的纳税调整

情况可参考表 2。 

表 2 

 
通过上述承租方的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介绍，我们不难发现：新租赁准则，对承租方采用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固

定资产（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会计处理变化较大，要求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由此导致当

期损益的发生额（计入的当期利息及使用权资产的累计折旧额）与税收规定的允许税前扣除额存在差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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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各会计师事务所：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财务审计秩序 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

发﹝2021﹞30 号）“探索行业集中投保”的要求，提升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审计风险承担能力，维

护投资者和事务所合法权益，切实解决事务所投保贵、续保难、保障低、理赔难等问题，我会起草了《中国注册会

计师协会关于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集体谈判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现印发你们，请组织征

求意见，并于 2022 年 6 月 27 日前将意见（含 Word 格式）反馈至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反馈意见材料中请注明联

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注协研发部 穆博 

电话：010-88250226 

电子邮件：legal@cicpa.org.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街道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邮编 100039 

附件：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集体谈判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2.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开展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责任保险集体谈判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起

草说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21 号  

为进一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着力稳市场主体稳就业，现将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

行业范围有关政策公告如下： 

一、扩大全额退还增值税留抵税额政策行业范围，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4 号，以下称 2022 年第 14 号公告）第二条规定的制造

mailto:legal@cicpa.org.cn
/message/detail1/8796.html
/message/detail1/8796.html
/message/detail1/8796.html
https://www.cicpa.org.cn/xxfb/tzgg/202206/W020220608703741680357.pdf


及水生产和供应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业

务相应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上述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 12 个月的销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但满 3

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三、按照 2022 年第 14 号公告第六条规定适用《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和

《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银发〔2015〕309 号）时，纳税人的行业归属，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关于以

主要经济活动确定行业归属的原则，以上一会计年度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业务增值税销售额占全部增值

税销售额比重最高的行业确定。  

四、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申请留抵退税的其他规定，继续按照 2022 年第 14 号公告等有关规定执

行。  

五、本公告第一条和第二条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第三条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执行。  

各级财政和税务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 2022 年第 14 号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

于进一步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7 号）、《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持续加快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进度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9 号）

和本公告有关要求，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上，狠抓落实，持续加快留抵退税进度。同时，严密防范退税风险，

严厉打击骗税行为。  

特此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2 年 6 月 7 日 

 

 

 

 

 

 

上证发〔2022〕89 号 

各市场参与人： 

为细化明确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适用情形，支持尚未形成一定收入规模的“硬科技”医疗器械企业在科创

板发行上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7 号——医疗器械企业

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详见附件），现予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附件：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7 号——医疗器械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日 

 

 

 

 

 

 

 

 

 

关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第 7 号——医疗

器械企业适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的通知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成都•南京• 

苏州•无锡•济南•宁波•长春•海口•香港•洛杉矶 

更多联系方式 · http://www.zhcpa.cn/ 

/message/detail1/879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