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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的会计处理变化

2009年6月，财政部下发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第3号〉的通知》（财会［2009］8号），其第三条规定，高危行业企

业按照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应当计入相关产品的成

本或当期损益，同时记入“专项储备”科目。“专项储备”科目期

末余额在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减：库存股”和“盈余

公积”之间增设“专项储备”项目反映。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

产费时，属于费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企业使用提

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应当通过“在建工程”科目

归集所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

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

计提折旧，并且在形成费用性支出时也不计入损益科目。该规

定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中“企业应当按

正常购建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计入有关成本费用；在形成费

用性支出时，计入当期损益”的相关规定。企业提取的维简费

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费用，比照上述规定处理。在该解释公

告发布前未按上述规定处理的，还应当进行追溯调整。

二、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的税务处理变化

在税务处理上，高危行业企业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应

属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支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

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

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根据《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有关的支出

是指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

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

和正常的支出。其第二十八条还规定，企业发生的支出应当区

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收益性支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

除；资本性支出应当分期扣除或者计入有关资产成本，不得在

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另外，第五十九条规定，企业使用提取

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

扣除。

三、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的财税处理差异

高危行业企业的安全生产费的财税处理差异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计提安全生产费时，在会计处理上，按照规定提取

的安全生产费，计入相关产品成本或当期损益，将影响当期利

润；在税务处理上，只有企业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才能在当

期税前扣除，提取但尚未实际发生的不能在当期税前扣除，只

有在实际发生时才能在发生期税前扣除。由此可见，企业当年

提取但没有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需要做纳税调整。

其二，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时，在会计处理上，属于费

用性支出的，直接冲减专项储备，不影响当期利润；企业使用

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冲减直接专项储备，并确

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在发生后续

支出即形成费用性支出时，也不计入损益科目，仍冲减专项储

备，不影响当期利润。在税务处理上，实际发生安全生产费，属

于收益性支出的，可在发生期税前扣除；属于资本性支出且形

成固定资产的，以后期间可以计提折旧，分期在税前扣除。由

此可见，企业已计提但未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会形成暂时

性差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应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即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贷记“所得税

费用”，待实际发生安全生产费时予以转回，即借记“所得税费

用”，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企业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形

成固定资产的，以后其折旧的扣除也将形成暂时性差异。

四、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财税处理例解

例：某矿山开采企业2009年开始依据开采的原矿产量计

提安全生产费，计提标准为每吨矿石10元，该原矿年产销量的

100 000吨。2009年6月10日，经有关部门批准，该企业购入一

批需要安装用于完善和改造矿井作业的安全防护设备，价款

为400 000元，增值税进项税额为68 000元，安装过程中支付安

装费50 000元，6月20日安装完成。该设备采用年限平均法计

提折旧，预计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净残值率为5%（与税法规

定相同）。2009年10月10日，该企业实际支付安检费用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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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有不同，而且与税法中安全生产费的处理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影响到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和计量。本文举

例分析了安全生产费的财税处理差异，以为实务工作者正确进行会计核算和纳税调整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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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安全技能培训及进行应急救援支出30 000元。2010年，发

生安检及安全技能培训费用40 000元，假设该企业每年利润

总额为20 000 000元，制造费用均已结转至销售成本，不考虑

其他纳税调整事项。该矿山开采企业会计处理如下：

（1）2009年，企业应提取安全生产费1 000 000元（100 000伊

10）。

借：制造费用 1 000 000

贷：专项储备 1 000 000

（2）2009年6月10日，动用专项储备购置安全防护设备等

固定资产。

借：在建工程 40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68 000

贷：银行存款 468 000

（3）支付安全防护设备安装费。

借：在建工程 50 000

贷：银行存款 50 000

（4）2009年6月20日，安全防护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借：固定资产 450 000

贷：在建工程 450 000

（5）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确认相同

金额的累计折旧。

借：专项储备 450 000

贷：累计折旧 450 000

（6）2009年，支付安检费用、技能培训、应急救援等支出

50 000元（20 000垣30 000）。

借：专项储备 50 000

贷：银行存款 50 000

（7）2009年12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计提但未实际支

出的安全生产费500 000元（1 000 000原50 000原450 000），不能

在税前扣除，其中450 000元形成固定资产的支出属于资本性

支出，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应当分期扣除。

按照税法的规定，2009年安全防护设备应计提折旧

47 500元［500 000伊（1原5%）衣60伊6］，准予税前扣除。应纳税调

增902 500元［500 000垣（450 000原47 500）］。因此，2009年应交

所得税5 225 625元［（20 000 000垣902 500）伊25%］。该固定资

产的账面价值为0（450 000原450 000），计税基础为402 500元

（450 000原47 500），计税基础大于账面价值，形成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计提但未实际支出的安全生产费500 000元，在以后

实际发生时准予税前扣除，也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因此，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 625元［（402 500垣500 000）伊

25%］。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5 225 62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 225 625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 625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25 625

（8）2010年，发生安检及安全技能培训费用时。

借：专项储备 40 000

贷：银行存款 40 000

（9）应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10 000元（40 000伊25%）。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0 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0 000

（10）2010年，按税法规定安全防护设备应计提折旧

95 000元［500 000伊（1原5%）衣60伊12］。因此，应转回递延所得

税资产23 750元（95 000伊25%）。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3 75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3 750

（11）2010年，企业应提取安全生产费1 000 000元（100 000伊

10）。

借：制造费用 1 000 000

贷：专项储备 1 000 000

由于2010年使用的安全生产费属于2009年度专项储备的

余额，故当年计提但未实际支出的安全生产费，不能税前扣

除，在以后实际发生时准予扣除，会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000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50 000

（12）2010年12月，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当年计提但未实

际支出的安全生产费1 000 000元，不能在税前扣除。按税法计

提安全防护设备应计提折旧和实际发生安检及安全技能培训

费用可以税前扣除，因此，2009年应交所得税5 216 250元

［（20 000 000垣1 000 000原40 000原95 000）伊25%］。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5 216 25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 216 250

可以看出，通过2009年和2010年的财税处理，不仅解决了

上述财税差异，还使得这两年的所得税费用均为5 000 000元

（20 000 000伊25%），这也符合所得税会计处理的配比原则。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要要要应用指南2006.北京院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袁2006

2.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北京院人

民出版社袁2007

阴窑34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