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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取得非经常性收益的账务处理

刘 敏（高级会计师）

（江苏省电力公司徐州市铜山供电公司 江苏徐州 221009）

【摘要】企业在会计期间内偶尔会取得政府奖励、代征政府性基金返还的手续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

以及政府搬迁补偿款等收益，由于不经常发生此类业务，加之《企业会计准则》对非经常性收益并未规定具体核算

方法，而更依赖于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导致核算不规范，易带来税务风险。本文，就上述问题结合《企业会计准则》以

及相关税收法规进行阐述，以帮助企业正确进行非经常性收益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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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除取得生产经营收入外，偶尔会取得政府奖励、

代征政府性基金返还的手续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返

还的手续费以及政府搬迁补偿款等收益，由于不经常发

生此类业务，加之《企业会计准则》制定原则是赋予企业

更大的核算空间，对非经常性收益并未规定具体核算方

法，而更依赖于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致使多数企业会计在

收到款项时不知如何进行会计核算，是否要确认收入？是

否要交流转税？交增值税还是营业税等问题？本文就上述

问题结合《企业会计准则》以及相关税收法规进行详细阐

述，以帮助企业正确进行非经常性收益账务处理。

一、各类非经常性收益的账务处理分析

本文仅列举流转税，例中业务涉及其他税种略。

1. 企业收到政府奖励款。通常企业收到政府奖励款

有两种：一是奖励给个人的，一是奖励给企业的。企业收

到上述两种奖励款，应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

（1）收到政府奖励给职工个人的款项。收到政府奖励

给职工个人的款项，应区分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国有企

业因其工资总额受预算控制，因此应纳入职工薪酬管理。

而一般企业收到政府奖励给职工个人的款项，属于代收

代付性质，则应作为往来款项管理。

例1：某公司2013年11月，收到当地政府奖励给安全

生产分管领导和安全管理专职人员各 1 000元安全生产

先进奖。

国有企业的会计处理：①企业收到款项时，借：银行

存款（或库存现金）2 000；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其

他）2 000。②支付奖金时，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应

付工资）2 000；贷：库存现金2 000。
一般企业的会计处理：①企业收到款项时，借：银行

存款（或库存现金）2 000；贷：其他应付款——代收代付款

2 000。②支付奖金时，借：其他应付款——代收代付款

2 000；贷：库存现金2 000 。

（2）收到政府奖励给企业的款项。企业收到政府奖励

给企业的款项，不是企业日常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益，不

符合收入会计要素的定义，应作为利得，记入“营业外收

入”科目。

例 2：某公司 2013 年 3 月，收到当地政府奖励企业

2012年度文明单位先进奖10 000元。

会计处理为：企业收到款项时，借：银行存款 10 000；
贷：营业外收入10 000。

2. 企业收到代征政府性基金返还的手续费款。企业

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在进行主营业务活动的同时，往

往会替政府收取一些行政性基金，政府也会因企业付出

劳务而给予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企业收到上述收益，因与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密

切相关，所以应作为企业劳务性收入，记入“其他业务收

入”科目，并缴纳5%的营业税。

例 3：某供电公司 2013年 5月，收到政府返还的 2012
年度代收城市公用事业附加费手续费款50 000元。

会计处理为：①企业收到款项时，借：银行存款

50 000；贷：其他业务收入 50 000。②计提流转税，借：营

业税金及附加2 500；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2 500。
3. 企业收到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返还款。企业按照

税法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时，税务机关会对扣缴的

税款按照 2%的比率支付给企业手续费款。企业取得的手

续费款，实际上是企业履行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

后取得的收入，应记入“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核算，并应按

照服务业税目，缴纳5%的营业税（当地税务部门有免征税

政策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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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企业只要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法律即赋予其代扣

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而税务机关返还给企业手续费

款，亦是因为企业履行了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且该项

业务金额可以确定，款项能及时取得，符合收入确认的原

则，理应作为企业的收入处理。

例4：某公司2013年8月收到税务部门返还的代扣代

缴个人所得税手续费款30 000元。

会计分录为：①企业收到款项时，借：银行存款30 000；
贷：其他业务收入 30 000。②计提流转税，借：营业税金及

附加1 500；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1 500。
另外，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一般企业，发生代扣代缴

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费用性支出时，均通过“其他业务成

本”科目核算。

若支付给办税人员的工作奖励款时，对于国有企业

还必须补做一笔会计分录。这是因为国有企业实行工资

总额预算管理，发给职工的每一笔薪酬均应通过工资核

算，收到上级或政府拨入的奖励款则作为工资总额的一

项来源。分录为：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应付工资）；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其他）。

4. 企业收到政府拨付的搬迁补偿款。根据《财政部关

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通知》（财会［2009］8
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

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

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

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

建资产进行补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

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

结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同时，根据《财政部关于

企业收到政府拨给的搬迁补偿款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会［2005］123号）的规定，由此增加的资本公积由

全体股东共享。

但是，上述相关解释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规定相冲

突，企业会计准则附录中规定“专项应付款”科目是用于

核算企业取得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具有专项或特

定用途的款项；而政府补助核算内容恰恰不包含政府作

为企业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因而，企业收到的搬迁补偿款

若在“专项应付款”科目中核算，易引起报表使用者误解。

本文认为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中核算更合适，并应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进行账务

处理。其中，对于收到补偿款用于在搬迁过程中发生的资

产运输、员工薪酬等费用性支出时，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对于收到补偿款用于

重置土地、重建厂房以及购置设备等支出时，属于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先确认递延收益，并应在资产摊销或

计提折旧时分次转入营业外收入。

例5：2010年2月，某企业因政府城市规划，将其办公楼

整体搬迁，需另外选址重建。不久，企业收到政府拨付的

搬迁补偿款8 000万元。

该企业资产账面价值为：土地使用权原值为1 500万
元，累计摊销额为1 000万元。房屋建筑物原值为4 000万
元，累计折旧为 2 500万元，拆除后无法使用的机器设备

原值为1 800万元，累计折旧为1 000万元。

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共发生支出7 990万元，其

中：费用性支出 1 000万元、资产性支出 6 990万元（购置

土地支出1 100万元、构建房屋建筑物支出4 500万元，购

置机器设备支出1 390万元）。2011年12月，企业完成重建

工作。

会计处理（单位：万元）为：①企业收到补偿款时，借：银行

存款8 000；贷：其他应付款——政府补助款8 000。②清理

资产，借：固定资产清理2 300，累计折旧3 500；贷：固定资

产——厂房 4 000、——机器设备 1 800。③注销原土地、

房屋权属证明，并结转资产损失，借：营业外支出2 800，累
计摊销1 000；贷：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1 500，固定资

产清理2 300。④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费用性支出1 000
万元，借：营业外支出1 000；贷：银行存款等 1 000。同时，

需确认营业外收入，借：其他应付款——政府补助款1 000；
贷：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1 000。⑤购置土地、购建资

产等支出6 990万元，借：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1 100，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1 390，在建工程 4 500；贷：银行

存款等6 990。⑥厂房完工结转在建工程，并同时确认递延

收益，借：固定资产——厂房 4 500；贷：在建工程 4 500。
借：其他应付款——政府补助款6 990；贷：递延收益6 990。
⑦计提折旧或摊销时（假设取得土地使用权为50年、厂房

预计使用20年、机器设备预计使用10年，均无残值），借：

生产成本等386；贷：累计折旧 364，累计摊销 22。同时，转

入营业外收入，借：递延收益 386；贷：营业外收入——政

府补助386。⑧结转其他应付款余额，借：其他应付款——

政府补助款10；贷：资本公积10。
二、结论

总之，企业在收到上述非经常性收益时，一定要区分

款项性质，判断其是收入还是利得，正确进行会计核算，

对于收入，当地税务机关未明确免征税额的，应正确计算

并缴纳税金，以免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对于收到的搬迁

补偿款，应区分是与收益相关的还是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从而正确进行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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