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政府补助

【知识点 2】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教材例题-4】按照国家有关政策，企业购置环保设备可以申请补贴以补偿其环保支出。

丁企业于 2×18 年 1 月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了 210 万元的补助申请，作为对其购置环保设备的补贴。

2×18 年 3 月 15 日，丁企业收到了政府补贴款 210 万元。2×18 年 4月 20 日，丁公司购入不需要安装环保设

备，实际成本为 480 万元，使用寿命 10 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不考虑净残值）。

2×26 年 4 月，丁企业的这台设备发生毁损。本例中不考虑相关税费。

丁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方法一：丁公司选择总额法进行会计处理

（1）2×18 年 3 月 15 日实际收到财政拨款，确认递延收益：

借：银行存款 2 100 000

贷：递延收益 2 100 000

（2）2×18 年 4 月 20 日购入设备：

借：固定资产 4 800 000

贷：银行存款 4 800 000

（3）自 2×18 年 5 月起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月末）计提折旧，同时分摊递延收益：

①每月末计提折旧（假设该设备用于污染物排放测试，折旧费用计入制造费用）：

借：制造费用 40 000

贷：累计折旧 40 000

②分摊递延收益（月末）

借：递延收益 17 500

贷：其他收益 17 500

（4）2×26 年 4 月设备毁损，同时转销递延收益余额：

①设备毁损：

借：固定资产清理 960 000

累计折旧 （48 万×8）3 840 000

贷：固定资产 4 800 000

借：营业外支出 96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960 000

②转销递延收益余额：

借：递延收益 420 000

贷：营业外收入 （210 万-21 万×8）420 000

方法二：丁企业选择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

（1）2×18 年 3 月 15 日实际收到财政拨款：

借：银行存款 2 100 000

贷：递延收益 2 100 000

（2）2×18 年 4 月 20 日购入设备：

借：固定资产 4 800 000

贷：银行存款 4 800 000

借：递延收益 2 100 000

贷：固定资产 2 100 000

（3）自 2×18 年 5 月起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月末）计提折旧：

借：制造费用 22 500

贷：累计折旧 22 500

（4）2×26 年 4 月设备毁损：

借：固定资产清理 540 000

累计折旧 2160 000



贷：固定资产 2700 000

借：营业外支出 54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540 000

【2017·单选题】甲公司为化工生产企业，2×13 年 2月，甲公司需购置一台环保设备，预计价款为 5 000

万元，因资金不足，按相关规定向有关部门提出补助 1 800 万元的申请。2×13 年 3 月 1 日，政府相关部门批

准了甲公司的申请并拨付甲公司 1 800 万元财政拨款(同日到账)。2×13 年 4月 30 日，甲公司购入环保设备

并投入使用，实际成本为 3 000 万元，使用寿命 5年，预计净残值为零，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2×15

年 4月，甲公司出售了这台设备，取得价款 2 000 万元。甲公司对政府补助采用总额法进行会计处理，不考

虑其他因素，则甲公司因处置该环保设备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为( )万元。

A.2 000 B.200 C.1 080 D.1 280

【答案】D

【解析】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2 000-(3 000-3 000÷5×2)=200(万元)，将递延收益余额转入其他收益=1 800-1 800÷5×2=1 080(万元)，

2×15 年甲公司因处置环保设备影响营业利润的金额=200+1 080=1 280(万元)，选项 D 正确。企业取得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不能全额确认为当期收益，应当在取得时先确认为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可供使用时起，

在该项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入当期其他收益。

【2017·单选题】中华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 10 000 亩的林地，难以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只能以名义金额计量，

中华公司在取得林地时贷记的会计科目是( )。

A.资本公积 10 000 元 B.其他收益 10 000 元 C.其他业务收入 10 000 元 D.其他收益 1 元

【答案】D

【解析】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无偿划拨的长期非货币性资产时，应按照公允价值确认和计量；公允价值

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 1 元计量。

三、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类型 总额法 净额法

补偿以后期

间的成本费

用或损失

满足所附条件

借：银行存款等

贷：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贷：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相关）

营业外收入（与日常活动无关）

借：银行存款等

贷：递延收益

借：递延收益

贷：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

不满足所附条件 确认为“其他应付款”

补偿已发生的成本费用或损失

借：银行存款等

贷：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相关）

营业外收入（与日常活动无关）

借：银行存款等

贷：生产成本

管理费用

营业外支出等

【教材例题-5】甲企业于 2×14 年 3 月 15 日与企业所在地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当地政府

将向甲企业提供 1 000 万元奖励资金，用于企业的人才激励和人才引进奖励、甲企业必须按年向当地政府报

送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并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协议同时还约定，甲企业自获得奖励起 10 年内注册地址不迁

离本区，否则政府有权追回奖励资金。甲企业于 2×14 年 4月 10 日收到 1 000 万元补助资金，分别在 2×14

年 12 月、2×15 年 12 月、2×16 年 12 月使用了 400 万元、300 万元和 300 万元，用于发放给总裁级别类高管

年度奖金。

本例中，甲企业应当在实际收到补助资金时应当先判断是否满足递延收益确认条件。如果客观情况表明企业

在未来 10 年内离开该地区的可能性很小，比如通过成本效益分析认为甲企业迁离该地区的成本大大高于收

益，则甲企业收到补助资金时应当计入“递延收益”科目，实际按规定用途使用补助资金时，再结转计入当



期损益。甲企业选择净额法对此类补助进行会计处理，其账务处理如下：

（1）2×14 年 4 月 10 日甲企业实际收到补贴资金

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

贷：递延收益 10 000 000

（2）2×14 年 12 月、2×15 年 12 月、2×16 年 12 月甲企业将补贴资金发放高管资金时：

①2×14 年 12 月

借：递延收益 4 000 000

贷：管理费用 4 000 000

②2×15 年 12 月

借：递延收益 3 000 000

贷：管理费用 3 000 000

③2×16 年 12 月

借：递延收益 3 000 000

贷：管理费用 3 000 000

【教材例题 18-6】乙企业销售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该企业的这种产品适用增值

税即征即退政策，按 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乙企业

2×17 年 8 月在进行纳税申报时，对归属于 7月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提交退税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的退

税额为 10 万元。软件企业即征即退增值税属于与企业的日常销售密切相关的政府补助。乙企业 2×17 年 8

月申请退税丙确定了增值税退税额。

借：银行存款 100 000

贷：其他收益 100 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