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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根据相关统计，2012年我国共有1 646家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补
助，补助金额高达564亿元，2010 耀 2011年政府补助金额也分
别达到 400.35亿元和 470.48亿元，2010年美的电器获得
24.99亿元、2011年和2012年中国石油分别获得67.34亿元和
94.06亿元成为年度补贴额度最高的上市公司。如此规模广泛
且金额巨大的政府补助，必将对上市公司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现有的会计准则规定了政府补助的适用条件、计量以及披露，

但是并不能反映企业当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总额，在信息披露

上也没有区分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从而导致财务报表信息使用者并不能获知当年度企业获

得政府补助的完整情况，本文尝试在这方面进行探讨。

一、政府补助业务会计处理的问题及其改进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将政府补助分为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两种类型。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时，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

以后各期的损益。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的确认分为两种

情况：当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

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当用

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

期损益。同时在信息披露上要求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

政府补助的种类及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和本

期返还的政府补助金额及原因。

实践中，上市公司仅在“营业外收入”科目的明细科目“政

府补助”中披露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计入递延收益的政

府补助并没有得到详细的披露，根据上述信息无法区分哪些

是计入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哪些是计入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也无法获知企业当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总额。由于获得

政府补助在上市公司中较为普遍，并且金额巨大，因此如何完

整地反映政府补助的类型、金额、对当期会计利润的影响、对

未来会计利润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在不改变现行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分类、确认

和计量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单独设立“政府补助”一级科目核

算与政府补助相关的业务。当企业收到政府补助时，贷记“政

府补助”科目，当政府补助需要确认为当期损益时，借记“政府

补助”科目，并且设立“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和“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二级科目区分不同政

府补助的类型及金额；在信息披露上，可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

单独披露政府补助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和期

末余额，本期增加额反映的是当期获得的政府补助总额，本期

减少额反映的是政府补助对当期会计利润的影响，而期末余

额表明政府补助对未来会计利润的影响，从而更加完整地反

映企业获得政府补助的全部信息。

二、政府补助业务会计处理举例

例：假设A上市公司“政府补助”科目没有期初余额，2011
年5月1日收到税务部门100万元先征后返的增值税退税，8月1
日收到购买X型号污水处理设备的环保部门的财政补贴款
150万元，并于8月10日安装调试成功投入实际运营，预计该污
水设备使用年限为5年。2012年3月20日收到政府财政资金补
助20万元，5月2日收到科技部门对企业Y生产线的技术改造
资金120万元，预计该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在下月开工，耗时一
年时间。

1. 根据本文提出的改进的政府补助核算思路，A上市公
司2011年的会计处理如下：
（1）5月1日收到税务部门返还的100万元增值税，应该划

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且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

费用，转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如下：借：银行存款100；贷：
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增值税先征后返

100。借：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增值税先征

后返100；贷：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增值税先征后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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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提出通过新设“政府补助”一级科目核算与政府补助相关的业务，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该科目的期初

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和期末余额，从而完整反映企业当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总额、类型、对当期会计利润的影响和

对未来会计利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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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月1日收到环保部门的财政补贴款项150万元，用于

购买污水处理设备，应该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会计

分录如下：借：银行存款150；贷：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政

府补助———X型号污水处理设备150。
（3）预计X污水处理设备使用寿命为5年，应该在未来5年

内平均摊销该项政府补助，并且计入各期损益，因此在9月30
日，应该摊销的政府补助为2.5万元［150/（5伊12）］，会计分录
如下：借：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X型号污水
处理设备2.5；贷：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X型号污水处
理设备2.5。

2011年10 耀 12月的政府补助摊销会计分录同上，在资产
负债表日，公司应该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详细披露每一类政府

补助的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和期末余额，从而

完整地反映当年政府补助的总额、对当期会计利润的影响和

对未来会计利润的影响，具体如表1所示（单位：万元）：

政府补助没有期初余额，表明上一期政府补助对本期会

计利润没有影响：政府补助的本期增加额为250万元，表明
2011年政府补助总额为250万元；本期减少额为110万元，表明
政府补助为当年会计利润贡献了110万元；而期末余额为贷方
140万元，表明政府补助对未来会计利润的影响为140万元。

2. 2012年A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2012年3月20日收到政府财政资金补助20万元，应该

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且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

相关费用，转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如下：借：银行存款20；贷：
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政府财政补助20。借：
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政府财政补助20；贷：
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政府财政补助20。
（2）5月2日收到科技部门对Y生产线的技术改造资金120

万元，该生产线的改造时间为一年，应该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会计分录如

下：借：银行存款120；贷：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政府补

助———Y生产线技术改造120。
（3）Y生产线的技术改造在6月开工，耗时一年时间，因此

应该在未来一年内根据发生的费用，将政府补助分别转入各

期损益，假设6月企业改造Y生产线共发生了10万元的费用，

因此在6月30日应该将10万元的政府补助转入当期损益，会计
分录如下：借：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Y生产
线技术改造10；贷：营业外收入———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Y生产线技术改造10。
2012年7 耀 12月Y生产线技术改造的政府补助分摊会计分

录同上，在资产负债表日，假设一共摊销了Y生产线技术改造
资金70万元。同时2011年的污水处理设备财政补贴款在本年
度应该摊销30万元（2.5伊12），即从“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

政府补助———X型号污水处理设备”科目贷方转出30万元，计
入营业外收入。这样2012年A上市公司的“政府补助”科目变
动情况如表2所示（单位：万元）：

表2中政府补助的期初余额为140万元，反映以前年度的
政府补助将对本年以及未来年度会计利润的影响额；本期增

加额140万元表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款140万元；本期减少额
120万元表明政府补助对本期会计利润贡献了120万元；期末
余额160万元，说明政府补助对未来会计利润的影响为160万
元。

三、小结

近年来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覆盖面和金额呈现出不

断扩大的趋势，现行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的核算和披露要求

并不能完整反映当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总额、类型以及对未来

会计利润的影响。

本文通过设立“政府补助”一级会计科目、并在会计报表

附注中详细披露政府补助的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和期末

余额，能够弥补现有会计准则对政府补助核算和信息披露的

不足，并且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为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和信

息披露规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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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年A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明细情况
项目

一尧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增值税先征后返

小计

二尧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

X污水处理设备
小计

合计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额

100
100

150
150
250

本期减少额

100
100

10
10

110

期末余额

140
140
140

表 2 2012年A上市公司政府补助明细情况
项目

一尧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政府财政资金补助

Y生产线技术改造
小计

二尧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

X污水处理设备
小计

合计

期初余额

140
140
140

本期增加额

20
120
140

140

本期减少额

20
70
90

30
30

120

期末余额

50
50

110
110
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