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 7月 2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

调整完善现行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财税

［2006］111号），该政策从 2006年 7月 1日起在辽宁省、上海

市、浙江省、湖北省、广东省、重庆市、陕西省试点施行。试点期

间原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在试点地区停止执行。本文主要

就新旧福利政策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原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内容及存在的问题

1援 主要内容。参见［（94）财税字第 001号］、［（94）财税字

第 003 号］、国税发［1994］155 号和财税字［2000］35 号的

规定。

（1）对民政部门、街道和乡镇政府举办的社会福利生产企

业，凡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 35豫以上的，暂免征

收企业所得税；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的比例超

过 10豫未达到 35豫的，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对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总数 50豫以上的福

利工业企业，增值税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对安置残疾人员占企

业生产人员 35豫以上但未达到 50豫的福利工业企业，如发生

亏损，增值税给予部分退还，但以弥补亏损为限。

（3）对安置残疾人员占企业生产人员 35豫以上的福利企

业的属于营业税“服务业”税目范围内（广告业除外）的业务，

免征营业税。

2援 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1）现存福利企业多数已名不符实。按规定，福利企业应

由民政部门、街道和乡镇政府举办，其所占股权一般不低于

51%，其余可由民间资本参股。但实际上，民间资本已占

100%，福利企业已变为民营私有企业，福利企业仅仅是挂名

或带帽子性质。

（2）实际安置残疾人在岗工作远远低于规定要求。按规

定，每个残疾职工都应安排适当的劳动岗位，但这仅仅停留在

上报给相关主管部门的残疾职工工种安排表，实际上多数未

在岗劳动。

（3）实际发放给残疾人的工资普遍很低，只是象征性发

放，企业财务入账的工资清单上的发放数与实际严重不符，残

疾人的相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

（4）福利企业实质上成为享受税收优惠的工具。由于福利

企业税收优惠幅度较大，一些企业受利益驱动，想方设法获取

福利企业帽子，同时采用各种手段，将优惠政策用到极致。所

以现实中的福利企业，多数还有一个非福利企业的内资企业

存在，目的是将人员、生产、业务、利润等相互转移，造成福利

企业大量盈利，而非福利关联企业巨额亏损。

二、试点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变化

1援 主要变化。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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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列报方法、计算口径错误而导致的错报，一般不涉

及企业报告年度利润，也不涉及具体的会计核算，因此无须

调整账务，可以通过编制调整分录，调整报告年度资产负债

表的期末数。

（2）因会计核算错误导致的错报，调整更正较复杂：淤正

常情况下，在调整报表的同时，还需要调整新年度的账务，以

保证调整后账务符合相关会计制度的要求和相关账户余额

正确无误。于如果调整更正时涉及报告年度损益，则既要调

整新年度账务，还要调整报告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在新年度调整报告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错报，对

同一调整事项往往要编制三套调整分录：第一套用于调整新

年度的账务，涉及损益的，应先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

目过渡，以后再转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第二

套用于调整资产负债表，涉及损益时，均计入“未分配利润”

项目；第三套用于调整利润表，涉及资产、负债项目时，均计

入“净利润”项目，计算“净利润”项目的调整后金额时，调整

分录中该项目的借方发生额表示增加，贷方发生额表示减少。

2. 年报年初数的错报。审计时发现年报年初数存在错

报，如企业同意调整更正，则应编制分录调整年报的年初数。

调整年初数，由于其涉及的事项或者已无账户余额，或者在

调整期末数时需要调整新年度账务，因此调整时无须考虑错

报的原因和是否涉及损益，不调整相关账务。调整年报期初

数的原则和方法，除不调整账务外，均与调整年末数、上年数

的原则和方法相同。

3援 调整年报债权债务项目的注意事项。进行上述调整，

应注意以下事项：淤上述介绍的更正调整错报的方法，均是

假定在新年度二、三月份及以后企业新账已经建立的时候实

施年报审计。于审计工作底稿的“伊伊项目审定表”均设有“资

产负债表”、“总账”、“明细账”的“期末未审金额”、“调整金额

（借、贷）”和“审定金额”等栏目。其实，因调整的是新年度的

账务，“总账”、“明细账”两行的调整金额均不应填列，其“审

定金额”应与“期末未审金额”相同。

当发现年报存在重大错报而企业又不同意调整时，审计

人员应按照审计准则的规定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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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内容。淤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福利企业范围扩大

了，扩大到由社会各种投资主体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内资企业。

于新增了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工业企业可以享受增值

税优惠政策。盂残疾人员范围除盲、聋、哑、肢体残疾外新增了

智力残疾人员。

（2）改变内容。淤残疾人员比例适当降低，规定只要实

际安置的残疾人员占企业在职职工总数的比例达到 25%以

上，企业就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同时由原来的占生产人员

总数改变为占企业在职职工总数。于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

得税由全面减免改按实际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享受减征优惠。

如增值税、营业税优惠政策规定，每位残疾人员每年可以减征

的具体限额由试点省市税务机关根据同级统计部门公布的当

地上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2倍确定，但最高不得超过每人

每年 3.5万元。企业所得税采取成本加计扣除的办法，按企业

支付给残疾职工实际工资的 2倍在税前扣除。

（3）明确及细化内容。淤明确了企业在职职工是指与企

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职工。于细化了残疾人人员比例

的认定标准，如安置的每位残疾人员企业必须与其签订一年

以上的劳动合同，企业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为其支付的工资不低于

所在县（市）最低工资标准且须通过银行支付。盂明确了同一

企业既有享受又有不得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业务必须分别核

算，不能准确核算的，不得享受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榆兼营

增值税和营业税业务的企业，明确了减征增值税或者营业税

只能享受一种，可以自行选择，选定后 1年内不得变更。虞如

企业既符合享受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又符合享受其他税收

优惠政策条件的，明确了只能选择其中一项政策执行。

2援 试点福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1）由于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福利企业范围扩大到由社

会各种投资主体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内资企业，由此可能带来

的影响：一是除福利企业外，非福利企业符合条件也可享受；

二是原福利企业如是挂名或带帽子性质，将通过股权转让，将

原民政部门、街道、乡镇等实体单位拥有的名义股份进行转

让，民营资本拥有全部股权；三是残疾人员将会进一步成为稀

缺资源，因为各类所有制内资企业，只要拥有一定比例的残疾

人员均可享受优惠政策，因此易造成相互争抢；四是规模小、

人数少又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企业，因为容易达到条件，所以对

残疾人员的需求更为迫切。此处，各类所有制内资企业是否包

括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有待明确。

（2）增值税、营业税减征限额按安置残疾人员人数乘以

省市统计部门当地上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2倍，最高不

得高于每人每年 3.5万元计算。实务中企业当年实际缴纳的

增值税、营业税与该限额比较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实际缴纳

数高于限额，按限额减征容易理解；二是如果实际缴纳数少

于限额，是按实际缴纳数减征，还是继续按限额减征，新政策

未作交待。

（3）企业所得税采取成本加计扣除的办法，按企业支付给

残疾职工实际工资的 2倍扣除。众所周知，内资企业工资采用

计税工资办法，有限额扣除限制，超过部分需要企业进行所得

税纳税调整，将残疾人人数纳入计税工资人数范畴，这样就出

现两种处理可能：一种是将残疾人人数、工资先纳入企业总体

计税工资人数测算计税工资是否超标，再对残疾人实际工资

加计 2倍扣除；二是将残疾人人数、工资从总体计税工资人数

中剔除，不考虑或不计算计税工资，只计算加计扣除数。两种

处理方法最终会导致企业工资超支数不一样。另外，如果个人

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符合条件也可享受，那么个人所得税是

否也比照执行有待明确。

（4）企业实际安置的残疾人员比例必须占到与企业签订

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在职职工总数的 25%以上，在职职工包

括生产人员、管理人员及其他有劳动合同的人员。从理论上分

析，虽然比例从 35%降至 25%，但是基数人数有所扩大，所以

要想达到该比例也非易事。同时在现实中，不少企业特别是一

些私营企业，与职工大多未签订劳动合同，即使签订也可能特

意与其他关联企业签订，而且职工的流动性较大，临时工、短

期工较多，因此实务中监管、审查存在一定难度。

（5）企业与安置的每一位残疾人员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

合同，如果该合同是年度中间签订甚至年末签订，该人数所对

应的政策享受如何确定也须明确。

（6）为残疾人支付的工资不低于所在县（市）最低工资标

准且须通过银行支付，对原先支付虚假工资的企业无疑有着

不小的打击，体现了国家保障残疾人利益的精神。

三、新政策下企业应变之考虑

1援 如原福利企业是挂名或带帽子性质，为免日后存在股

权、权益争议，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将原实体所占股权转至自

己名下，企业性质由原福利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

2援 如企业规模不大、在职职工较少，但产品附加值大、盈

利较高，可以通过招聘残疾人达到相应规定条件，以此享受有

关税收优惠政策，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积累资本。

3援 现有福利企业，可根据本企业残疾人人数及拟发放的

工资，按新规定模拟测算将来可能享受的增值税减征数和所

得税的加计扣除数，并因此考虑经营、财务上的相应转变。如

原来为享受政策，将大量利润转移到福利企业，而非福利关联

企业出现亏损，现在可根据上述测算数，将业务、产品、利润重

新划分，甚至还可考虑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将公司在职员工

及残疾人分布在两家关联企业中，分别享受优惠政策。

4援 按新政策可以享受和不得享受优惠政策的业务必须

分别核算，因此财务上需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分别核算收

入、生产成本、库存商品、应交税费等相关项目。

5援 劳动合同的签订除残疾人按规定必须签订一年以上

劳动合同外，其他在职员工劳动合同的签订需要考虑：淤是否

必须签订，如有些临时工、短期工等；于签订的时间长短，如合

同续签的间隔时间等；盂在有至少两个关联企业的情况下与

谁签订，如有些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营销人员等。

6援 残疾人工资除按规定不能低于所在县（市）最低工资

标准外，还应考虑工资的真实性、与实际岗位的匹配性及与其

他在职员工工资比较的差异性等事项。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