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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下政府补助有关会计处理探讨
—— 以 A公司为例

朱顺熠  徐佳佳■

摘  要： 政府补助新准则做到了与国际惯例实质上的趋同,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原有会计规范的不足，但
实务中存在企业实施意愿不足和操作困难等问题。本文以A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比最近两年的财务报表

数据，分析政府补助新旧会计准则变化对该企业的影响及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后认为：日常活动是包括企业为

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 企业应当根据政府补助业务的实质来判断，是采用总额

法还是净额法核算；“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企业提供贷款”方式获得财政贴息需按公允价值计量并调整

实际利率法来核算。

关键词： 政府补助新会计准则；影响；问题及建议

2017年5月财政部修订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 政府补助》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笔者以某物流

地产企业A公司为例，对比新准则实施前后账务处理、报表披

露等事项，列举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企业基本概况

A公司作为政府扶持对象，主要通过税收返还、基础设施

配套款返还、财政贴息等方式获取政府补助。近年来，A公司

获政府补助金额呈逐年递增趋势，且补助对净利润的贡献非

常大。

二、新准则变化对A公司的影响

由于新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执行，财政部要求企业

对2017年1月1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事项根

据新规进行调整。现将A公司在2016~2017年度内获取的各类

主要政府补助进行对比分析如下：

（一）税收返还

A公司获得的税收返还涉及较多税种，包括增值税、个人

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契税等。其中，契税先征收后全部返还，

其余税种前三年全部返还、后两年返还50%。

2016年度，A公司收到各项税收返还合计约7 658万元。

企业对返还的契税确认时，先计入“递延收益”，后逐年结转至

“营业外收入”；而对返还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直接计入“营业外收入”。报表披露时，分别列报于资产负债表

“递延收益”项目和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

2017年度，A公司收到各项税收返还合计约9 725万元。企

业对返还的契税确认时，采用“净额法”核算，直接减少开发

成本的账面价值；而对返还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直接计入“其他收益”。报表披露时，无法直接列示出契税

的返还，但其他税收返还均列报于利润表“其他收益”项目。

（二）基础设施配套款返还

A公司中标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支付全部款项后，W市财政

局将会通过下发政府扶持补助资金的方式，返还约55%的土地

款作为基础设施配套费。

2016年度，A公司收到政府返还的基础设施配套款约      

19 870万元。企业确认时先计入“递延收益”，后逐年结转至“营

业外收入”。报表披露时，列报于资产负债表“递延收益”项目

和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

2017年度，A公司收到政府返还的基础设施配套款约     

30 542万元。由于返还款实际不是补贴，企业确认时直接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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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减开发成本，使开发成本中的土地成本回到付款净额。报表

披露时，无法直接看出土地款的返还，但在附注中详细披露土

地款返还金额以及具体账务处理原则。

（三）财政贴息

A公司享受银行贷款月利率0.5%的地方财政贴息补助

（市场同类月利率为1%），2015年6月从J银行获三年期贷款      

100 000万元，S市财政局按季度拨付贴息款。

2016年度，A公司收到财政贴息约6 000万元，直接记入

“营业外收入”，并列报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项目。

2017年度，A公司收到财政贴息约6 000万元。由于直接

从财政局取得财政贴息，A公司将其冲减“财务费用”；披露时

列报于利润表“财务费用”项目。

三、新准则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具体建议

对A公司2017年度的实施情况分析来看，基本按照新准

则对政府补助事项进行了核算和披露，但是企业会计人员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仍存在实施意愿不强和如何界定“日常”与“非

日常”、如何选择“总额法”与“净额法”、“由贷款银行以政策

性优惠利率向企业提供贷款”方式下的财政贴息如何进行账务

处理及研发过程中政府补助的核算等困难。针对上述问题，笔

者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1.对“日常活动”的界定

新准则对日常活动未作出具体界定，笔者认为，日常活动

是包括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

相关的活动，一项政府补助是否与日常活动相关, 主要是判断

该补助是否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①补助补偿的成本费用是

形成营业利润的项目，或者该补助与日常销售或提供劳务等经

营管理活动密切相关；②补助应定期、经常性和有规律地发生

而非偶发，并且实质上是企业经常性损益的组成部分。根据上

述观点，可以做如下判定：获得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有效期在

三年以上的过渡性质税收减免或返还、社保补贴或岗位补贴，

都应计入其他收益；地方对专利权人以及发明专利转化成功

的优质项目给予一次性资助，则计入营业外收入。

2.总额法与净额法的选择

关于总额法与净额法的选择，除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即征

即退只能采用总额法外，其他业务新准则并未予明确，但指出

对同类业务只能一贯选用同一种方法，不得随意变更。实务中

有观点认为，在不考虑时间价值的前提下，总额法和净额法对

同一事项的最终影响并无差异。因此，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总额

法或净额法。但笔者认为，企业还是应当根据政府补助业务的

实质来判断，是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核算。而企业判断其是

否合理反映业务的经济实质，则基于该政府补助的性质和发生

频率。例如，对于没有相关的成本费用或损失与之明确对应的

政府补助, 或者偶发的、对损益影响不具有长期持续性的政府

补助, 建议采用总额法；再如，如果某项政府补助的业务活动

有明确对应的成本费用或损失, 且经常性发生, 则采用净额法

更为合理。

3.财政贴息的核算

新准则规定，如果是“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企

业提供贷款”方式获得财政贴息，需按公允价值计量并调整实

际利率法来核算。笔者建议该笔业务账务处理如下：

第一步，在获得该笔贷款时，需计算未来还本付息的现值

=500×（P/A,1%,18）+100 000×（P/F,1%,18）=91 799（万元），

利息摊销=100 000-91 799=8 201（万元）。
借：银行存款                                                100 000

        长期借款—— 利息调整                            8 201

        贷 ：长期借款—— 本金                                          100 000

                递延收益                                                              8 201

第二步，每个月末计提利息，并且按照实际利率法对利息

进行调整，当月实际利息=91 799×1%=918（万元）。

借：财务费用                                                      918     

        递延收益                                                      418

        贷 ：应付利息                                                                500        

                财务费用                                                                418

                长期借款—— 利息调整                                        418

下个月实际利息=（91 799+418）×1%=922（万元）。

借：财务费用                                                      922     

        递延收益                                                      422

        贷 ：应付利息                                                                500         

                财务费用                                                                422

                长期借款—— 利息调整                                        422

4.研发过程中产生的政府补助核算

新准则没有明确说明该问题的处理方法，笔者认为企业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①如果是将该补助划定为与固

定资产相关，则选择总额法或者净额法进行核算。②如果是将

该补助划定为与无形资产相关，则需再次界定补助产生的阶

段。产生于研究阶段的，将该项补助费用化冲减计入“研发支

出—— 费用化支出”，然后于期末结转至“管理费用”；产生于

开发阶段，如果该补助属于专利技术研发成功的必要前提，则

资本化冲减计入“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最终直接减少

无形资产的成本。鉴于前者较简化，以及两者对于财务报表的

最终影响差异不大，建议将该补助划定为与固定资产相关。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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