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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政府补助收入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

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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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

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在会计处理上，企业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不能

全额确认为当期收益，应当随着相关资产的使用逐渐计入以

后各期的收益。也就是说，这类补助应当先确认为递延收益，

然后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在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

分配，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企业取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根据不同情况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或递延收益。用于补

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

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二、政府补助的税务处理

1. 税务处理上，政府补助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企业所

得税法》中没有政府补助的概念，但第六条规定，企业以货币

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虽

然第七条规定，收入总额中财政拨款为不征税收入，但《企业

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第

（一）项所称财政拨款，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理的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拨付的财政资金。企业取得的财政

拨款实际不属于该处所指的不征税收入。关于政府补助收入

的具体规定为在2011年9月7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

的财税［2011］70号文《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

处理问题的通知》，该文件自2011年1月1日起执行。

2. 政府补助收入不征税的条件。根据财税［2011］70号

文，明确了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

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的

条件，凡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企业能够提供规定

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

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

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3. 税务筹划的前提。政府补助如果是当期收益性补助，

或列入递延收益但短期内就结转营业外收入的，就没有必要

进行税务筹划，直接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收入总额计缴企业

所得税，因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

定和财税［2011］70号文：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

用，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

产，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只有在政府补助是与长期资产相关的情况下，因为资金

的时间价值，税务筹划才有意义。这种情况下，取得补助收入

时计入递延收益不征税，长期资产形成后，递延收益按照折

旧或摊销年限转为营业外收入计税，严格上讲，应该是补助

形成的长期资产计提的折旧或摊销做纳税调整，递延收入结

转的营业外收入免税。

4. 企业申请政府补助收入免税的关键在于要有县级以

上政府部门出具的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文件。对于没有取得

政府部门下发文件的拨款，尽量根据款项用途促请政府出具

专门文件，规定专款使用方向。企业有关政府补助的税务筹

划均以此作为出发点，其他两项条件是资金有专门的管理办

法或管理要求，以及企业必须进行单独核算。财政部门资金

一般都有管理办法和要求，即使没有专门文件，在下拨文件

中类似“必须专款专用”等都属于管理要求，企业单独核算一

般也不存在问题。

三、案例分析

案例一：招商引资地价返还补助。目前，各级地方政府为

了招商引资，提供了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土地地价补助、基础

设施建设补助、减免行政性收费、税收超额返还等。

某企业在广东省某县投资建厂，属于国家鼓励的新兴产

业，预计会给该地带来500人的就业机会，投产当年税收超过

【摘要】本文通过四个实际案例，结合会计准则和税收规定，对政府补助会计处理和税务筹划实务操作进行了详细分

析，力求提高财务人员税务筹划的前瞻性，为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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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00万元，以后每年会有 30%以上增长。该市为了吸引该企

业投资落户，减免大部分行政性收费，同时给予地价优惠，建

厂地块共350亩，拍卖价为13万元每亩，政府承诺每亩返还6

万元，实际每亩地价7万元。

在会计处理上：减免收费方式不存在款项收付，企业不

需要做任何会计处理，地价优惠则需要通过财政拨款返还

2 100万，企业收到该资金时，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及税务筹划

进行会计处理。从性质上，政府因为未搞好“三通一平”才给

予财政拨款补助，由企业自行进行“三通一平”，其支出计入

企业工程建设成本，政府补助实际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收益，

应计入“递延收益”科目，待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后，在折

旧期限内分期结转计入营业外收入。

在税务处理上：如果企业没有取得政府部门规定资金专

项用途的拨款文件，企业收到补助的当年，应作为企业所得

税调整项目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额为525万元，即企业尚

未开始建设就要承担525万元的税务负担。该案例中，企业财

务负责人事先考虑到了税务问题，在签订投资协议时，与政

府明确了该笔拨款为专项用途的资金，并由政府相关部门出

具专门拨款文件，专项用于企业地块的“三通一平”和基础设

施建设。然后企业以该文件为依据，对相关支出单独核算，向

税局申请作为不征税收入入账。由于是工程项目建设，该笔

资金形成的固定资产在未来 20年时间内折旧并进行税务调

整，当期 525万元税务筹划收益和未来 20年 525万元税收支

出形成了巨大的时间价值反差。

案例二：政府拨付的产业扶持资金。粤东某县交通不便，

自然环境优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决定大力发展旅游业，力

图将旅游业发展成为当地支柱产业，为此政府制定了专项扶

持旅游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对于新建的五星级酒店一次性给

与 400万元旅游扶持资金。某企业 2011年开始投资兴建五星

级酒店，尚未完工，政府于2013年3月支付400万元旅游扶持

资金给企业，没有提供拨款文件。

在会计上，根据上述情况，政府补助并未明确款项用途，

仅笼统注明旅游扶持资金，企业应作为当期取得的收益计入

“营业外收入”科目，同时在收到补助的当年计入收入总额纳

税。这样，企业尚在建设期就要支付 100万元企业所得税，政

府补助扶持旅游产业发展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笔者提供了以下纳税筹划建议：由企业与政府部门协

商，要求政府部门出具资金专项用途的拨款文件，即明确该

项拨款专项用于酒店工程项目建设，专款专用。根据政府部

门的拨款文件，该项政府补助记入“递延收益”科目，待酒店

竣工后根据折旧年限结转计入营业外收入。同时，其在税务

上也符合不征税收入的条件，避免了即时 100万元的所得税

支出，获得了20年货币时间价值收益。

案例三：科研项目、技术研发专项补助。一般来说，企业

收到与科研相关的政府补助，其中部分为未指定用途的科技

经费补助，该部分收入通常作为当期收益记入“营业外收入”

科目，当年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另外大部分为指定科研项

目的补助收入，会计和税务处理较为复杂。

某企业生产塑料机械，2012年 3月与某省经信委签订项

目协议，承诺研发生产精密高效节能大型注塑机，项目总投

资 3 500万元，实施期限为 2012年 1月至 2013年 12月 31日，

项目经济指标为达产后年度产量 1 500台，产值 5 000万元，

新增利润1 200万元，新增税金800万元。还有项目技术指标和

研发成果数量要求。企业于 2012年 5月取得财政拨款 300万

元，取得省经信委和财政厅共同下发的专项拨款用途文件。

该企业出于谨慎性原则，对研发支出通常费用化处理，

未形成无形资产。由于该研发项目需要政府部门验收，达到

协议规定的各项指标后才算项目完成，如果不能通过评审，

企业应交回政府补助收入。因此，企业不能在当期作营业外

收入入账，应先记入“递延收益”科目，待项目评审通过后结

转到营业外收入。在税务处理上，由于企业研发采用费用化

处理，资金时间价值不大，企业可以在收到补助的当年调增

应纳税所得，将补助收入申报计税，同时，研发费用照常税前

扣除，将来项目验收通过后，“递延收益”科目结转营业外收

入时，调减当年应纳税所得额。当然，企业也可将其作为不征

税收入（符合税法规定 3个条件），同时该项目对应政府补助

收入支出的研发费用也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

如果企业研发费用形成无形资产，则税收筹划的价值较

大。补助收入作为与资产相关的收益，收到 350万元时记入

“递延收益”科目，研发成果形成无形资产后，递延收益350万

元按照摊销期限结转营业外收入。收款时 350万元作为不征

税收入，无形资产摊销时，对应350万元无形资产原值部分的

摊销不能在税前扣除，假设摊销期限为 10年，就存在当期所

得税一次性流出与未来10年分期流出的时间性价值差异。

案例四：产业升级、技术改造和节能环保等投资项目补

助。该类投资通常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政府补助也有规范

的拨款文件，符合不征税收入条件。

某企业为生化制药企业，制药过程中产生大量废液，该

废液可用来产生沼气。为发展循环经济，废物利用，企业决定

建设沼气发电项目，该项目申报后纳入国家支持的循环经济

支持项目，国家发改委下发专项拨款文件，中央财政给予补

助500万元，用于沼气发电项目建设。

在会计上，由于文件专门规定了资金用途，属于与资产

相关的收益，企业收到款项后应记入“递延收益”科目，项目

竣工后按照折旧年限分期结转到营业外收入。

税务上，符合不征税收入的三个条件，收款当年作为不

征税收入不计缴企业所得税，项目竣工后，政府补助收入对

应的折旧不能在税前扣除，每年应调增计税所得额，递延收

益结转的营业外收入作为不征税收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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