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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

金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87号），取

代了《关于企业补贴收入征税等问题的通知》（财税

字[1995]81号）。新规定比旧规定更细化，更具操作性。 新

文件的亮点是对企业使用专项财政性资金时享受不征税优惠

的条件进行了明确。财税[2009]87号规定中，隐含着不少节税

筹划点，本文将对其加以剖析。 3个条件须同时符合方可不

征税 财税[2009]87号规定的3个条件是：1.企业能够提供资金

拨付文件，且文件中规定该资金的专项用途；2.财政部门或

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

具体管理要求；3.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

独进行核算。 只有3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以作为不征税收

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若缺少任意

条件则不允许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企业尤其要注意对该项资

金单独进行核算，以备税务检查。 资金拨付及批准部门级别

需特别关注 财税[2009]87号第1条规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

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

金，这一条是指资金取得单位为县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

他部门，不能理解为是批准部门。 财税[2008]151号规定，对

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

国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准予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这类收入必须是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不能混作他用；批准级别

是国务院，地方政府委托代行职能的专项资金不得作为不征

税收入，而应视为应税收入。 留心执行期间和起止日 财

税[2009]87号规定，起止日期为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

日期间。虽然文件发布在2009年6月，就是说，企业在2008年

度符合该项免税的已经缴纳税款的，可以申请退税；在2008

年度企业做了不征税收入，但支出走了费用或形成的资产计

提了折旧、摊销的要补税。执行截止日为2010年12月31日

，2010年12月31日以后不再执行该不征税规定。 后续使用中

暗含风险 该项财政资金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已经从所得额中

减除，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来源：www.examda.com形

成的费用或形成的资产计算折旧、摊销时，若再在应纳税所

得额中扣除就会获得双重优惠，这是不允许的。 根据财

税[2009]87号规定，上述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

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资产，

其计算的折旧、摊销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同时

，不征税收入不是永久不纳税，应注意5年内来源

：www.100test.com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要重新计入收入总额

，根据财税[2009]87号规定，企业将符合本通知第1条规定条

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

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

应重新计入取得该资金第6年的收入总额。重新计入收入总额

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 对上述两条规定，若企业忽视了或处理不当，不但要补税

，还面临着50%至5倍的罚款。 不同类型处理不同 1.国家投资

，应当作为权益，计入并增加企业实收资本或股本，借记银



行存款，贷记实收资本或股本。 2.资金使用后要求返还的本

金，会计处理应当作为负债，计入借款或其他应付款处理，

借记银行存款，贷记借款或其他应付款。 3.企业取得的除上

述两种情况之外的其他财政资金，会计处理作为损益，原来

计入补贴收入的，现在全部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借记银行

存款，贷记营业外收入。 几个注意事项为准确把握“财政性

资金”的内涵，应关注以下几方面：1.企业取得的来源于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资金都是财政性资金，不局限于财政拨款

的单一形式；2.直接减免应并入应税收入的只有增值税，其

他税种的直接减免额不并入应税收入；3.即征即退、百考试

题论坛先征后退、先征后返属于税收优惠的具体形式，即由

税务部门先足额征收，然后由税务部门或财政部门退还已征

的全部或部分。只要是享有此类形式优惠的所有税种，均应

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4.出口退税款不并入收入总额，因

为出口退税退的是上一个环节的进项税，是企业购进货物已

负担的部分，不是本环节实现的税收；5.某些地方政府为促

进地区经济发展，采取各种财政补贴等变相“减免税”形式

给予企业的优惠，均应计入企业当年的应税收入；6.“乱收

费”项目不得税前扣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