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ance & Accounting

2020 11·财务与会计 57

燃气生产和供应企业

安全生产费税会处理探析
董娟■

摘 要： 本文梳理了24家燃气生产和供应A股上市公司2012 ～ 2018年专项储备数据，从安全生产费提取使用、
税会处理、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安全生产费在执行中存在执行口径不统一、总体使用率有待提高、

合并抵销的专项储备是否恢复未明确、报表列报欠完整等缺陷。对此提出强化监督检查、允许资本性支出税前一次

性扣除、明确合并抵销中归母公司的专项储备予以恢复、增加细化列报项目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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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和鼓励高危行业企业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企业安

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高

危行业企业按照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安全生

产费，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安全生产条件。笔者根据证监会

发布的2018年4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选取24家燃气

生产和供应A股上市公司，梳理2012 ～ 2018年专项储备数

据，分析其是否按规定提取使用安全生产费，税会政策是否

需调整。

一、燃气生产和供应 A股上市公司安全生产费提取

使用情况

根据24家燃气生产和供应A股上市公司2012 ～ 2018年

年报，笔者统计了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安全生产费提取、使

用、结余及使用率等情况。

1.提取情况。2012 ～ 2018年，安全生产费提取户数和金

额随燃气生产和供应A股上市公司数量和营业收入增加呈

递增趋势：提取户数由2户增加到22户；提取金额（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由2 036万元增加到61 169万元，总计  

254 012万元（具体明细详见表1）。提取金额前3位的是申能

股份、陕天然气、重庆燃气。绝大多数燃气生产和供应上市公

司均按规定计提安全生产费，但也有少部分企业不提或提取

金额明显偏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高危行业企业

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上

市燃气企业有通过不提或少提安全生产费增厚利润粉饰报表

的动机。《办法》中明确达到一定条件可缓提或少提，对未按

规定提取的，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

2.使用结余情况。2012 ～ 2018年，安全生产费使用金

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与提取金额呈相似的增长

态势，由1 235万元增加到53 046万元，总计191 994万元。

使用金额前3位的是重庆燃气、陕天然气、申能股份，分别

为42 791万元、40 943万元、28 238万元。大部分燃气生产

和供应公司将提取金额用于安全生产支出，但个别企业使用

积极性不高。从使用率方面分析，期初余额与2012 ～ 2018

年提取金额合计267 749万元，总体使用率72%。24家中有

10家使用率未达到平均水平，占比42%。截至2018年年末，

安全生产费结余金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75 755

万元。《办法》列明了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可用于九大方面，但

从上述分析结果来看，燃气生产和供应公司需进一步加大安

全生产费使用力度，充分发挥资金效应，为企业安全运营保

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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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全生产费的税会处理和报表列报

安全生产作为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上市公

司在年报中披露有关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和有关部门了解整体

安全生产情况。大部分A股上市燃气企业在2018年年报中披

露了安全生产费计提依据、标准以及会计核算方法，充分体现

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视，但也有8家上市燃气企业未披露有

关信息。安全生产费的会计处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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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时借记“相

关产品的成本或当期损益”，贷记“专项储备”科目。用于费用

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用于资本性支出形成固定资

产的，先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时转为固定资产，并按成本全额计提累计折旧，冲减专项储

备。税务处理依据《关于煤矿企业维简费和高危行业企业安全

生产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2011年第26号），预提的安全生产费不得在税前扣除，实际

发生时属收益性支出的，可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属

资本性支出的计入有关资产成本，并按规定计提折旧分期在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税会处理的差异使得在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时需纳税调整。

例如：2017年，A燃气生产和供应公司提取安全生产费   

3 000万元，实际使用2 000万元，年末专项储备科目余额1 000

万元。

1.提取时计入营运成本，月末结转主营业务成本，会计处

理如下（单位：万元，下同）：

借：营运成本                                                              3 000

        贷 ：专项储备                                                               3 000

借 ：主营业务成本                                                      3 000

表1                   24家燃气生产和供应A股上市公司2012 ～ 2018年安全生产费提取情况                           单位：万元

上市公司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ST升达   4 126 789 527 585 2 031 

安彩高科  322 359 236 147 108 238 1 410 

百川能源     879 1 072 3 541 5 492 

长春燃气   1 429 1 470 1 487 1 614 1 781 7 781 

大通燃气         

大众公用  1 692 845 900 945 980 1 016 6 378 

东方环宇       530 530 

佛燃股份      1 426 1 249 2 675 

光正集团  409 840 742 593 1 678 1 051 5 313 

贵州燃气      3 804 3 697 7 501 

国新能源    2 148 3 647 2 904 3 407 12 106 

金鸿控股  158 181 235 189 166 421 1 350 

南京公用    2 086 2 311 1 640 1 664 7 701 

陕天然气  5 567 6 249 8 142 10 410 11 205 11 839 53 412 

申能股份   11 548 12 214 13 716 11 851 12 746 62 075 

深圳燃气 1 773 1 885 1 762 1 541 1 595 1 334 1 444 11 334 

胜利股份   1 123 1 564 1 636 1 507 1 921 7 751 

天壕环境    1 428 533 501 444 2 906 

皖天然气     1 297 1 561 1 955 4 813 

新疆浩源 263 271 308 332 486 528 675 2 863 

新疆火炬      298 316 614 

新天然气     1 313 1 180 1 346 3 839 

中天能源    38 31 35  104 

重庆燃气   8 019 8 734 9 915 8 062 9 303 44 033 

总计 2 036 10 304 32 667 41 936 51 919 53 981 61 169 254 012 

数据来源：根据24家燃气生产和供应A股上市公司2012 ～ 2018年年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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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营运成本                                                               3 000

2.实际使用全部用于费用性支出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专项储备                                                              2 000

        贷 ：银行存款                                                               2 000

提取时计入成本3 000万元，而只有实际使用的2 000万

元可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在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需纳税调增1 000万元。在安全生产费用于费用性支出方

面，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6号有关规定对提高安全生

产费实际使用率有积极作用，安全生产费使用率越高，纳税调

增金额越小，保障安全生产的同时也取得了节税效应。

3.如实际使用全部用于自行建造安全生产设施，当年11

月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会计处理如下：

借：在建工程                                                              2 000

        贷 ：银行存款                                                               2 000

借 ：固定资产                                                              2 000

        贷 ：在建工程                                                               2 000

借 ：专项储备                                                              2 000

        贷 ：累计折旧                                                               2 000

假如A公司根据与该安全生产设施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

期消耗方式，选择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年限10年，

净残值为0。2017年，该安全生产设施允许税前扣除的折旧额

为16.67万元（2 000÷10÷12），在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

清缴时需纳税调增2 983.33万元（3 000 － 16.67）。

会计处理方面，安全生产费实际用于资本性支出形成固

定资产的，项目完工达到预定使用状态时按成本一次性计提

折旧，造成账实不符，盘点时容易误将该资产作盘盈处理。税

务处理方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26号有关规定，

需合理选择折旧方法，合理估计预计使用年限和净残值，同时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需纳税调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

将安全生产费实际用于资本性支出方面的积极性。如有关规

定可修改为“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支出属于资本性支出

的，计入有关资产成本，并按成本一次性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同时，明确安全生产费用于自行建造、融资租赁等方式

形成《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安全生

产专用设备的，可按有关规定给予应纳税额抵免。这样高危行

业企业将安全生产费用于资本性支出方面的积极性势必会得

到提高，有利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也可取得节税效应。

在报表列报方面，安全生产费期末余额在所有者权益项

下“专项储备”项目反映。尽管《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

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将“专项

储备”项目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单列，与资产负债表中所

有者权益项目对应，但只能反映余额情况，而体现变动情况

的提取、使用项目未明确。“专项储备”项目既不属于实收资

本（或股本）、资本公积，也与留存收益、未分配利润不同，编

制合并报表时对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享有子公司所有者权

益份额抵销的专项储备是否恢复也未明确。目前，有2家公司

将“专项储备”项目予以特殊考虑，合并抵销中按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专项储备予以恢复，完整反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部分。

三、安全生产费执行中存在的缺陷

1.执行口径不统一。预提的安全生产费计入有关产品成本

或当期损益，直接影响当期利润表；部分企业未计提安全生产

费，有通过不提安全生产费少计成本费用增厚利润的嫌疑。

2.总体使用率有待提高。尽管费用性支出的税会处理对

提高使用率和取得节税效应有积极作用，但资本性支出分期

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汇算清缴时需纳税调增，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使用的积极性。

3.合并抵销的专项储备是否恢复未明确。少部分公司合

并报表时将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享有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份

额抵销后，对合并抵销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专项储备予

以恢复，但多数公司未恢复，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4.报表列报欠完整。根据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仍未反映专项储备变动情况，影响报表

使用者了解变动趋势。

四、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费管理的建议

1.强化监督检查。建议有关部门对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

产费提取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督促有关企业尤其是上市

公司按规定提取使用安全生产费，避免通过安全生产费粉饰

报表。

2.允许资本性支出税前一次性扣除。建议对使用安全生

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允许按成本一次性在税前扣除。同时明

确形成安全生产专用设备的可按有关规定给予应纳税额抵免，

促使企业提高使用率，保证安全运营和取得节税效应。

3.明确合并抵销中归母公司的专项储备予以恢复。为保

证会计信息完整可比，建议在合并报表会计政策中明确合并

抵销的专项储备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部分予以恢复。

4.增加细化列报项目。为使报表使用者方便快捷地获取

安全生产费数据，建议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中“少数股东权益”项目下增加“专项储备”项目，并在合并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增加“（五）安全生产费”“1.提取总额”“2.

使用总额”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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