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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各地政府和部门

在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繁荣文化市场中，兴建了许多剧

院。各级政府在保障由政府主导文化阵地的前提条件下，积极

创新剧院委托经营的新模式。目前，各级政府创新的剧院委

托管理经营的新模式主要采取政府投资（一般为当地文化局

或专门成立的业主公司）兴建社会公共设施——	剧院，再按照

市场原则选择有实力和品牌的文化类公司作为剧院管理公司，

签署剧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委托经营管理期限（一般为

5~8年）、每年必须完成的演出场次及档次要求、最高票价等，

并根据演出场次和档次，约定政府对剧院管理公司的补贴标

准和补贴总额。合同同时约定业主方将依据一定标准对剧院

运营进行年度考核，据以确定补贴是否全额给付。对于文化类

公司来讲，剧院委托管理业务一般实行“政府补贴，目标管理，

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但现实中人们对这种剧院管理模式如

何进行会计处理和披露存在不同认识，为此，笔者从经济活

动的本质和会计基本属性上对此进行探讨。

一、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业务的会计处理

当文化类公司的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业务实行“政府补贴，

目标管理，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时,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业务

呈现出以下特征:		

1. 政府按一定标准或确定金额拨付政府补贴

虽然文化类公司受政府之托负责剧院的演出安排和日常

运营，但为了保证剧院的服务品质、专业水平和社会形象，更

主要是强化政府主导文化阵地，增加更多的公益性文化产品

的供给，剧院所在地文化或财政部门一般会对受托剧院管理

的文化类公司按一定标准或确定金额拨付政府补贴，基本的

政府补贴标准和金额在委托招投标时由委托方根据测算提

出，并列入剧院委托管理合同的主要条款中。一般管理运营

补贴根据公司所处城市和地区的物价水平以及具体运营情况

来确定年度总额；演出补贴与剧院演出的售票价格直接相关，

剧院委托管理协议对领取补贴的演出设定最高票价限制，并

对低票价的损失以演出补贴形式弥补，通过较低票价与演出

补贴相结合的方式，既保证剧院演出的档次和场次，又提高

当地群众观赏演出的积极性。文化类公司收到的财政补贴金

额与其业绩考评有直接关系。委托合同中将明确剧院所在地

文化或财政部门对剧院公司演出的考核指标，每年只有按照

约定达标的文化类公司才可全额取得相关补贴。	

2.文化类公司产业运作，自负盈亏

文化类公司承办剧院委托管理经营的整个过程都是市场

化运作并自负盈亏。尽管文化类公司的相关补贴收入取得系以

政府补助形式，但该部分收入的实质是对公司“提供剧院管理

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支付的对价和补偿。文化

公司在取得该部分收入时，通常要经过竞标、谈判程序，并与

相关政府部门（或授权机构）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签署协议。相

关补贴收入的取得是以相关演出、运营成本的付出以及该剧

院经营管理目标的达成为条件，充分体现了“有偿服务”的市

场化特征。		

根据以上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业务的特征，其会计处理既

不能完全按照托管业务进行处理，也不能完全按照政府购买

服务进行处理，而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	政府

补助》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即文化类公司收到的财政补贴属

于与收益相关的补贴，首先应当计入递延收益，并按受益期间

分摊确认“营业外收入——	补贴收入”。		

二、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业务的会计披露		

隶属上市公司的文化公司需要对外披露剧院委托管理中

收到的财政补贴，该补贴收入应当列入“经常性损益”还是“非

经常性损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定：“二、非经常性损

益通常包括以下项目：……（三）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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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笔者分析文化

公司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中收到的财政补贴的属性如下：					

1.与公司常规业务密切相关				

文化类公司对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业务采用“政府补贴，目

标管理，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时,一般会在当地成立一家专

门的剧院管理公司，负责该剧院的日常运营，政府补贴也直

接给付该剧院管理公司。该剧院管理公司在两个方面运用该

补贴：一是支付剧院日常运转所必需的水、电、暖、人员工资、

设备维修、维护、行政开支等的基本费用，这些成本费用实质

上已经计入剧院管理的主营业务成本；二是弥补政府限制最

高票价的低票价补贴，这部分将构成剧院主业经营的合理利

润。因此 ,公司享受的此项政府补贴与公司开展剧院管理业

务、提供专业化的剧院管理服务密切相关。			

2.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根据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各级政

府都在积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政府采购、服务合同外包、志

愿服务等多种形式，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多元化、社会

化，为此，剧院所在地文化、财政部门直接或通过剧院业主对

文化类公司拨付补贴属于该行业的操作惯例，符合国家引导

和繁荣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规定。		

3.按照一定标准或定量享受		

在文化类公司与剧院委托方签订的剧院委托经营合同中，

对各类补贴的约定标准均会予以明确：对于演出补贴一般是

规定年度补贴总额和最低演出场次和档次，按照不足的演出

场次和档次从补贴总额中扣减；对于管理运营补贴，则根据

公司具体运营情况规定年度总额。由此可见，文化类公司各剧

院演出补贴、管理运营补贴都在剧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中予

以明确，属于定量享受政府补贴。		

4.持续享受		

文化类公司与剧院委托方签署的受托剧院管理合同期

限一般在五年以上。在此期间，剧院委托方应遵照合同约定

定期向公司拨付政府补贴。基于各级政府繁荣文化市场的需

求以及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可能自营剧院这种公共设

施，一般都会采用“政府补贴，目标管理，自负盈亏”的管理

模式，为此，只要文化类公司在剧院管理业务方面具有品牌

和经验，该项业务将是持续性的业务，其财政补贴也将是持

续享受的。		

综上所述，与剧院委托管理经营业务相关的政府补贴符

合证监会规定的“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应

该计入“经常性损益”。文化类公司在对外披露财务报表时，一

般可以不把该类财政补贴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但应当在

非经常性损益的附注说明中，对未作为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的

项目、金额及其原因做出相应的解释。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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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

2012年度优秀文章评选活动启动

为充分调动广大作者的写作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办刊质量，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同时也为了答谢广大读者、作者给予我刊一
如既往的支持和厚爱，2012年，我刊继续开展优秀文章评选活动。具体评选办法如下：

1.评选范围：所有在2012年《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上发表的文章（不论长短，不限栏目）。
2.优秀文章奖励办法：《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各设一等奖2名（一等奖的得票须超来票半数），奖金每篇

1	5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每篇1	000元。
3.奖项的产生办法：以读者投票评选为基础，根据得票的高低确定奖励名次；同时设专家评审小组进行复审。
4.读者奖励办法：《财务与会计》和《财务与会计》（理财版）各设优秀读者奖100名，从参加投票的读者中随机产生（有随

函附寄评刊意见的优先），每位奖金100元；设热心读者100名，每位赠送《走进会计的日子》一本。随函附寄评刊意见与建议，
将在适当时候在本刊择优刊出。

5.编辑部给所有获奖作者颁发证书。
6.请将您的评选结果（请注明刊名、刊期、篇名、作者姓名）及联系单位或地址寄至：（100036）北京市187信箱中国财政杂

志社《财务与会计》编辑部李莉。评选活动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3月3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我们衷心期望广大读者热情参加这次评选活动，评出您心中的优秀文章。																																																	

																																									《财务与会计》编辑部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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