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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政府补助

【考点】政府补助的定义和特征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

1.其主要形式：包括政府对企业的无偿拨款、税收返还、财政贴息，以及无偿给予非货币性资产等。

2.直接减征、免征、增加计税抵扣额、抵免部分税额等不涉及资产直接转移的经济资源，不适用政府补助准

则。

3.增值税出口退税不属于政府补助，增值税即征即退属于政府补助；

4.政府如以企业所有者身份向企业投入资本，享有相应的所有者权益，政府与企业之间是投资者与被投资者

的关系，属于互惠交易，不属于政府补助；

5.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经济资源，如果与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等活动密切相关，且来源于政府的经济资源

是企业商品或服务的对价或者是对价的组成部分，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不适用政府补助准则。

【考点】政府补助会计处理的方法

政府补助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总额法和净额法。

（一）总额法

总额法是在确认政府补助时，将其全额一次或分次确认为收益，而不是作为相关资产账面价值或者成本

费用等的扣减。

企业选择总额法对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的，应增设“其他收益”科目进行核算。

（二）净额法

净额法是将政府补助确认为对相关资产账面价值或者所补偿成本费用等的扣减。

（三）注意问题

1.企业应当根据经济业务的实质，判断某一类政府补助业务应当采用总额法还是净额法。通常情况下，对同

类或类似政府补助业务只能选用一种方法，同时，企业对该业务应当一贯地运用该方法，不得随意变更，如

果变更属于政策变更。企业对某些补助只能采用一种方法，例如，对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即征即退只能采用总

额法进行会计处理。

2.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

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考点】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一）企业收到货币性资产

1.如果企业先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再确认所购建的长期资产，总额法下应当在开始对相关资产计

提折旧或进行摊销时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将递延收益分期计入当期收益；净额法下应当在相关资产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或预定用途时将递延收益冲减资产账面价值。

（1）总额法

①企业收到补助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递延收益

②在开始对相关资产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时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将递延收益分期计入当期收益

借：递延收益

贷：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需要说明的是，采用总额法的，如果对应的长期资产在持有期间发生减值损失，递延收益的摊销仍保持

不变，不受减值因素的影响。

③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时和结束前被处置，尚未分摊的递延收益余额，应当一次性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

资产处置收益（营业外支出、资产处置损益），不再予以递延。

（2）净额法

①企业收到补助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递延收益

②在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或预定用途时将递延收益冲减资产账面价值

借：递延收益

贷：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2.如果相关长期资产投入使用后企业再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总额法下应当在相关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内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将递延收益分期计入当期收益；

净额法下应当在取得补助时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并按照冲减后的账面价值和相关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

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

（二）企业收到长期非货币性资产

政府无偿给与企业长期非货币性资产。如无偿给予的土地使用权和天然起源的森林等。对无偿给予的非

货币性资产，企业应当按照公允价值或名义金额对类似补助进行计量。

（1）收到非货币性资产时

借：相关资产科目

贷：递延收益

（2）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借：递延收益

贷：其他收益

对以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在取得时计入当期损益。

【考点】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一）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1.如果收到时，暂时无法确定判断企业能否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应付款

客观情况表明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后再确认递延收益。

借：其他应付款

贷：递延收益

如果收到时，客观情况表明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则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

借：银行存款

贷：递延收益

2.在确认费用和损失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1）总额法

借：递延收益

贷：其他收益【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2）净额法

借：递延收益

贷：管理费用、生产成本等【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支出【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二）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1.如果企业已经实际收到补贴资金，应当按照实际收到金额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总额法 净额法

借：银行存款

贷：其他收益

借：银行存款

贷：管理费用等

2.如果会计期末企业尚未收到补助资金，但企业在符合了相关政策规定后就相应地获得了收款权，且与之相

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总额法 净额法

借：其他应收款

贷：其他收益

借：其他应收款

贷：管理费用等

【考点】政府补助退回的会计处理

（一）政府补助退回的一般处理方法

1.初始确认时冲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的，调整资产账面价值；

2.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超出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3.属于其他情况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二）对于属于前期差错的政府补助退回，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作为前期差错更正进行追溯调整。

【考点】综合性项目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1.企业需要将政府补助进行分解，并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2.难以区分的，应当将其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