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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公益性捐赠的会计处理及税务调整

【摘要】本文以实例分析的方式探讨了企业存货公益性捐赠会计处理及税务调整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存货成本加税

费列支捐赠金额的会计处理方法，提出了增加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基数以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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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实务中存货公益性捐赠的会计处理

例 1：某企业 2010年将本企业的一批原材料和产成品通

过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给学校，并取得相关凭据，凭据上

载明的金额共计 175.5万元（其中原材料 58.5万元，产成品

117万元）。该批原材料账面价值 50万元（不含税价），产成品

成本 80万元，市场售价 117万元（含税价）。2010年度该企业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企业会计人员对这项经济业务的处理分为两笔：淤原材

料部分，借：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 58.5；贷：原材料 50，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8.5。于库存商品部

分，借：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 117；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借：主营业务成本

80；贷：库存商品 80。这种会计处理方式在实务中具有典型

代表性，企业认为两笔营业外支出合计 175.5万元（58.5+

117），与第三方出具的捐赠凭据所记载的金额是一样的，这个

金额也与企业对外宣传的捐赠金额是一致的。同时企业认为

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库存商品部分最终要视同销售调增利润，

与其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调整不如捐赠时直接确认为收入更

简单。

二、存货公益性捐赠正确的会计处理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存货对外捐赠应该

计入营业外支出，捐赠的价值应该是存货的成本加上相关税

费的总额。上例的公益性捐赠业务中原材料部分的处理是正

确的（前提是假设企业所捐赠原材料的账面价值与初始购买

价格及捐赠时同期市场价值是一致的或者波动很小）。而上例

的公益性捐赠业务中库存商品部分的处理却是错误的，因为

库存商品对外捐赠相关的经济利益不可能流入企业从而导致

企业资产减少，不能确认为主营业务收入。正确的会计处理应

该是（为了简化说明问题，笔者忽略了以增值税为基础而应缴

纳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借：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 97；贷：

库存商品 8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正确的会计处理同以上实务会计处理相比较，虽然两者

最后的会计利润总额都是净支出 97万元，但是在财务报表上

前者的处理方法导致收入虚增了 100万元，成本虚增了 80万

元，捐赠支出金额多列支了 20万元。

忽略上例中原材料部分的捐赠，假设 2010年度该企业利

润总额为 1 000万元，除库存商品捐赠外没有其他纳税调整

事项。依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企业发

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2010年度该企业公益性捐赠的

扣除限额为 120万元（1 000伊12%），实务会计处理列支的 117

万元的捐赠支出在扣除限额内允许全额扣除；若其他条件不

变，假设企业 2010年度利润总额为 810万元，扣除限额为 97.2

万元（810伊12%），依正确会计处理方法捐赠支出列支为 97万

元，仍可全额扣除，而依实务会计处理方法捐赠支出列支为

117万元，大于 97.2万元扣除限额，则需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9.8万元（117原97.2）。这种情况下会计处理方法错误就会给

企业带来额外支付，影响企业的捐赠积极性。

因此，库存商品对外进行公益性捐赠时正确地进行会计

处理很重要。一方面，以成本加税费列支捐赠支出可以最大限

度地获得所得税税前扣除限额；另一方面，财务报表披露真

实，不会对外部使用者形成误导。

三、企业存货公益性捐赠税务调整中存在的问题

按照税法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在税

前扣除，但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公益性，二是企业有实

现的利润，三是要在一定的比例内。如果企业发生了经营亏

损，其公益性捐赠的支出是不能扣除的。这就导致了企业在向

学校进行公益性捐赠时要首先衡量自身的经营情况，其预测

盈利时能积极捐赠，预测亏损时则不愿意捐赠。

1. 盈利情况下，税务调整可能导致企业实际捐赠额大于

税前允许扣除的金额。

例 2：某企业 2010年 3月 20日通过第三方向学校捐赠

价值 11.7万元的原材料用于资助学生参加全国技能竞赛，假

设该企业 2010年度的会计利润为 80万元，无其他纳税调整

事项，所得税税率为 25%。

此例中，某企业 2010年的会计利润为 80万元，故根据税

法的规定，以企业年度利润总额的 12%为基数允许扣除的金

额=80伊12%=9.6（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11.7万元跃9.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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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按照税法的规定，企业允许在税前扣除的公益性捐赠支

出金额为 9.6万元。

2. 亏损情况下，企业实际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无法进

行税前扣除。

例 3：某企业 2010年 4月 20日通过第三方向学校捐赠

价值 11.7万元的原材料，假设某企业捐赠前会计利润为 8万

元，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所得税税率为 25%。

此例中，某企业 2010年度的会计利润为亏损 3.7万元

（8-11.7），公益性捐赠支出实际发生额为 11.7万元。在没有

其他纳税调整事项的情况下，根据现行税法的相关规定，以年

度利润总额为基数计算的允许税前扣除限额为 0。

笔者认为，企业的财产在捐出后，企业就放弃了这部分财

产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力，企业不应当为其再纳税。国家允许企

业公益性捐赠部分在税前扣除将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实

质上是国家为公益事业提供了一种间接的国家资助。税法规

定允许部分公益性捐赠在税前扣除的初衷，是采取税收激励

促进企业将私人财产转化为公共财产，同时降低企业的捐赠

成本。但是以年度利润总额为计算基数的税收征管方式却与

允许部分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设计初衷不一致，因为在计

算年度利润总额时已经从中扣除了各种捐赠，在其他收入、成

本、费用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捐赠越多，利润总额就越少，企业

获得的税前扣除的金额越少。由此可见，此项税收政策在具体

实施时对捐赠并不能起到激励作用，笔者建议，以年度利润总

额加上公益、救济性捐赠作为基数计算允许税前扣除的限额

更为恰当。

如例 2中以现行扣除限额计算方法计算的扣除限额为 9.6

万元，若以年度利润总额加上公益、救济性捐赠作为基数计算

的扣除限额=（80垣11.7）伊12%=11.004（万元），企业获得的税

前扣除金额大于前者，更能促进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积极性。

如例 3 中以现行扣除限额计算方法计算的扣除限额为

0，若以年度利润总额加上公益、救济性捐赠作为基数计算的

扣除限额=（8垣11.7）伊12%=2.364（万元），这样就算企业捐赠

时没有准确估计年度盈利水平，企业在放弃自身财产为公众

所用后，这种社会投资仍然能获得国家部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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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类比法”掌握金融衍生工具账务处理

【摘要】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在于交易双方对某一原生金融工具的价格变化具有不同的预期，其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笔者通过具体事例运用类比法介绍金融衍生工具的账务处理。

【关键词】衍生工具 看涨期权 看跌期权

一、“衍生工具———看涨期权”的账务处理

ABC 公司于 2007 年 2 月 1 日向 EFG 公司发行以自身

普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根据该期权合同，如果 EFG公司

行权（行权价为 102元），EFG公司有权以每股 102元的价格

从 ABC公司购入普通股 1 000股。

其他有关资料如下：淤合同签订日 2007年 2月 1日；于行

权日（欧式期权）2008年 1月 31日；盂2007年 2月 1日每股

市价 100元；榆2007年 12月 31 日每股市价 104元；虞2008

年 1月 31日每股市价 104元；愚2008年 1月 31日应支付的

固定行权价格 102元；舆期权合同中的普通股数量 1 000股；

余2007年 2月 1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5 000元；俞2007年 12

月 31日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3 000元；逾2008年 1月 31日期权

的公允价值为 2 000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ABC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情形 1：期权以现金净额结算。

ABC公司：2008年 1月 31日，向 EFG公司支付相当于

本公司普通股 1 000股的市值金额。

EFG 公司：同日，向 ABC 公司支付 102 000 元（1 000伊

102）。

（1）2007年 2月 1日，确认发行的看涨期权：借：银行存

款 5 000；贷：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5 000。

对于这一分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公司发行的看涨期权

可以类比为公司出售给对方的一种“权利”，对发行期权的公

司而言相当于承担了一项潜在义务，当然，作为回报，对方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