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发出商品以合作分成方式取

得收入的业务（应具有本文所属业务的特点），不属于收入准

则中分期收款销售、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核算范围，也不符合

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的核算，而应作为经营租赁业务

进行会计处理。但由于该业务与一般的经营租赁有一定的

区别（租出的资产为企业的库存商品，无固定金额的租金，

租赁期满资产交与承租方），所以并不能完全按照租赁准则

中关于经营租赁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可按照上述第五条

中讨论的方法进行处理。
（作者单位 ：中国华源 生命产业有限公 司）

责任 编辑  季建辉

业务与技术

谈谈 企 业 社会保险费的

会计税务 处 理

徐华平  匡 江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企业、职工的保险意识不断增

强，部分企业在缴纳了社会保险统筹之后，还为职工建立了

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有的企业还为职工购买了商

业保险。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险政策及相关会计、税务制

度仍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许多企业对社会保险、商业保

险的会计、税务处理存在诸多疑问。本文主要是对相关的政

策规定作一归纳与解读，以期抛砖引玉。

一、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率基本政策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城

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规定，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率如下表（企业以工资总额为缴

费基数，个人以缴费工资为基数，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医疗

保险为有条件的企业建立，下同）：

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

保险费的会计、税务处理

（一）会计处理。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

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规定，各类型

企业按照《劳动法》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统筹，为职工缴纳的社

会基本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作为劳动保险费列入成本

（费用），为职工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应付福利费中列

支；由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职工个人的应付工资中扣

缴。
（二）税务处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办法 >的通知》（国税发〔2000〕084号）规定，纳税人为

全体雇员按国家规定向税务机关、劳动社会保障部门或其

指定机构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基本失

业保险费，可以在税前扣除。会计、税务在社会保险统筹方

面规定的口径一致，不存在纳税调整。

三、补充养老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的会计税

务处理

（一）会计处理。
1、补充养老保险费。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为职工建立了

补充养老保险，在进行账务处理时，要区分企业所在地是否

为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地区。国务院《关于印发完善

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0〕42号）规

定，辽宁省全省为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地区，其他

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决定是否试点，如决定试点，可确定

一个具备条件的市进行试点。对所在地为试点地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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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企〔2003〕61号规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提取额在工资

总额4% 以内的部分，作为劳动保险费直接列入成本（费用）；

在非试点地区的企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从应付福利费

中列支，但不得因此导致应付福利费发生赤字。发生赤字时

怎么办，财企〔2003〕61号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一 是降

低补充养老保险费率，但这一点似乎不大现实，因为社会保

险征收机构对补充养老保险费率也有明确规定；二是记入

企业成本（费用），税法在这方面规定得很明确。

2、补充医疗保险费。财企〔2003〕61号规定，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的企业，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所需费用在工资

总额4% 以内的部分，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应付福利费不

足部分作为劳动保险费直接列入成本（费用）。
（二）税务处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 <企业会计制

度 > 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45

号）规定，企业为全体雇员按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

比例或标准缴纳的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可以计入

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相比较而言，税务部门比财政部门

的政策更为宽松，二者之间也不存在纳税调整。

四、企业奖励或作为福利给职工购买的商业保险

的会计、税务处理

实际工作中，有些企业在为职工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会

保险统筹费用外，还为职工购买了商业保险，作为对职工的

奖励或福利。对这类业务应按以下方式进行处理。
（一）会计处理。财企〔2003〕61号规定，上述商业保险作

为对职工进行奖励的，所需资金从应付工资中列支，账务处

理时应借记“管理费用”等，贷记“应付工资”；作为职工福利

的，所需资金从结余的应付福利费中列支，但不得因此导致

应付福利费发生赤字，借记“应付福利费”或“管理费用”等，

贷记“银行存款”。
（二）税务处理。国税发〔2000〕084号第五十条规定，“纳

税人为其投资者或雇员个人向商业保险机构投保的人寿保

险或财产保险，……不得扣除”。据此，上述商业保险资金不

能在税前列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将税前会计利润

加上向商业保险机构支付的资金数（假设不考虑其他纳税

影响），即：

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向商业保险机构支付的

资金

五、两个特殊问题

（一）职工个人购买的商业保险能不能在企业报销。对个

人购买储蓄性的商业保险，我国历来是鼓励的。国务院《关

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指

出：“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职工根据个人收入情况自愿参

加；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参加个人

储蓄性养老保险，并在政策上给予指导。”《劳动法》也规定，

“国家提倡劳动者个人进行储蓄性保险。”但这是否说明效

益较好的企业可自行决定为职工报销储蓄性商业保险呢？

对此，财企〔2003〕61号明确规定：“职工向商业保险公司购

买财产保险、人身保险等商业保险，属于个人投资行为，其

所需资金一律由职工个人负担，不得由企业报销。”因此 ，

对个人储蓄性的商业保险企业不能报销。
（二）公益金能否用于企业保险费用的开支。有些企业在

应付福利费不足开支基本医疗保险费、补充医疗保险费、补

充养老保险费等项目时，想利用企业公益金来解 “燃眉之

急”，这是不允许的。财企〔2003〕61号再次重申，公益金属于

企业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企业在正常生产经营期间，公

益金按规定应当用于职工集体福利设施方面的资本性支

出，不得用于支付职工的保险费用。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南昌校区

  江西财政厅人事教育处）

责任 编辑  崔 洁

建议·动态新书 架
  新版《英汉现代财会大词典》出版

我国财会改 革的主要 目标是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 ，

而“英语是会计的语言”，这就对我国财会 工 作者提 出了

更高的外语要求。有鉴于此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陈今池教

授凭借多年编撰英汉 财会词典的丰富经验，对其在1994

年出版的《立信英汉财会大词典》进行 了修订再版。在修

订过程中侧 重以 下三 个方面：一是词典内容的现代化 和

国际化；二是增加 财务词条的比重；三是区分英国和美国

会计名词的不同含义。

该词典根据 国外最新资料编 写 ， 收 纳词目10 000余

条，其中新增词条约2 000条。另外，还对约计2 000条的说

明解释予以 补充和更新。在词典编 写过程中注重各词条

之间的相互联 系和衔接 ， 以 及内容的 完整性 和体例的一

致性。词条的说明解释中详细注明了 美国和英国的不同

含义 和拼写方法。书末附 录了 国外重要财务和会计专业

团体、会计师事务所、会计院 系、会计期刊名 录（部分有网

址），缩略语词汇表及世界主要货币名称表。
该书于2004年4月由中国财政经 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咨询电话为010-88190414、88190406。
（本刊通讯员）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业务与技术
	谈谈企业社会保险费的会计税务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