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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1/2021_2022__E5_9F_BA_E

6_9C_AC_E5_85_BB_E8_c44_71066.htm 基本养老保险费等“

四金”的会计处理，简单来说，“四金”一般都是企业从单

位职工工资里面扣除的，叫做代交吧，在扣除时：借：应付

工资，货：其他应交款-基本养老保险费等；在交纳的时候：

借：管理费用-基本养老保险费或应付福利费等，其他应交

款-基本养老保险费等，贷：银行存款等科目。 企业会计制度

要求，基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住房公积金、失业保

险金，在“其他应交款”中核算，职工个人负担的部分一般

在工资中扣除。其他应交款是指企业除应交税金、应付股利

等以外的其他各种应交的款项，包括应交的教育费附加、矿

产资源补偿费、应交住房公积金等。虽然制度中未明确把基

本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业保险金等社会保障性支出

放在其他应交款中核算，但是很多行业的会计已经将这部分

的社会保障性支出通过其他应交款中核算。财政部关于企业

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

号）规定，各类型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

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等社会保险统筹，为职工缴纳的除基本医疗保险费以外的社

会保险费，作为劳动保险费列入成本（费用），为职工缴纳

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应付福利费中列支；由职工缴纳的社

会保险费从职工个人的应发工资中扣缴。此条规定了社会保

险费的基本处理原则，一是执行本通知规定的企业包括各类

型、各所有制的企业；二是由企业负担的基本医疗保险，计



提时，借记“应付福利费”，贷记“其他应交款”；三是由

企业负担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虽然文件只提到“作为劳动保险费列入成本（费用）”，

未明确规定应在哪个具体的成本费用科目核算，但由于社会

保险费是按国家规定统一上缴的一项收费，不是工资总额的

组成部分，也就不属于生产成本中的直接人工，所以应该作

为期间费用，直接记入管理费用科目。计提时，借记“管理

费用”，贷记“其他应交款”；四是由职工个人负担的社会

保险费，由企业代扣代缴，从职工工资中代扣时，借记“应

付工资”，贷记“其他应交款－职工个人保险费”。 根据财

政部财企（2000）295号文件精神，为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

革，加快住房建设，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后，企业住房周转金

管理制度相应取消。通知第二点规定，从本通知施行之日起

，企业不再实行住房基金和住房周转金管理金制度。通知第

八点规定，企业根据国家规定，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为本

企业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计入成本（费用），并不得超

过当地政府规定的缴交比例。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本企业职工

包括人事关系和工资关系均在本企业的固定职工、劳动合同

制职工。应由个人缴纳的住房公积金，由职工个人支付，不

得由企业负担。企业应注意，虽然会计上要求按月发放的住

房补贴通过“应付工资”科目进行核算，但是其并不作为随

职工工资计入企业成本费用，不得作为职工福利费、工会经

费、职工教育费的计提依据，也不作为计算缴纳住房公积金

的基础。在企业所得税中计算应付工资调增数额时，应注意

将按省人民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住房补贴（并不是一定企业

发放的全部住房补贴）扣除。 例：某企业2005年的“应付工



资”科目的发放额为30万元，其中住房补贴为10万元，按省

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发放的住房补贴为8万元，企业职工人数

为20人，当地准予税前扣除的工资为人均960元。税前准予列

支的工资限额=20×960×12=20.4万元，应纳所得税调增的工

资额=(30-8)-20.4=1.6万元。由于税收上仅允许扣除按省人民

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住房补贴8万元，对企业多发放的2万元

应作为工资薪金，所以，企业从工资总额中扣除的部分仅限

于按省人民政府规定标准发放的部分。 另外企业发放的住房

补贴无论是在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中扣除，关键的问

题还是发放的基数与比例要符合政策规定。目前，关于住房

补贴的提取基数，尚有很多政策不明细之处。主要原因在于

目前企业实行薪酬制度改革，对工资不再像以前一样划分为

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各种补贴等名目，而是实行统一的一

个数额的岗位工资，对于这种情况下，住房补贴的基数如何

确定，尚没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对于企业职工来讲，如果不

扣除，肯定不合理；如果按照企业发放的全部工资作为扣除

基数，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政策规定只有按地方政府规定的

比例与基数发放的部分才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但按多少作

为扣除基数合理且税收风险最小呢？笔者认为，对于发放工

资不再分明细项目的企业，其员工免征个人所得税的住房补

贴的基数最好是按企业计税工资来提取，这样税务检查时，

也比较容易取得税务机关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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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