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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关 于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税 务 处 理 问 题

渊 一 冤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时 间 确 认

1. 根 据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实 施 条 例 第 十 八 条 的 规 定 袁 企 业 投

资 国 债 从 国 务 院 财 政 部 门 渊 简 称 发 行 者 冤 取 得 的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袁 应 以 国 债 发 行 时 约 定 应 付 利 息 的 日 期 袁 确 认 利 息 收 入 的

实 现 遥

2. 企 业 转 让 国 债 袁 应 在 国 债 转 让 收 入 确 认 时 确 认 利 息 收

入 的 实 现 遥

渊 二 冤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计 算

企 业 到 期 前 转 让 国 债 尧 或 者 从 非 发 行 者 投 资 购 买 的 国 债 袁

其 持 有 期 间 尚 未 兑 付 的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袁按 以 下 公 式 计 算 确 定 院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国 债 金 额 伊渊适 用 年 利 率 衣365冤伊持 有 天 数

上 述 公 式 中 的 野 国 债 金 额 冶袁 按 国 债 发 行 面 值 或 发 行 价 格

确 定 曰野 适 用 年 利 率 冶 按 国 债 票 面 年 利 率 或 折 合 年 收 益 率 确

定 曰 如 企 业 不 同 时 间 多 次 购 买 同 一 品 种 国 债 的 袁野 持 有 天 数 冶

可 按 平 均 持 有 天 数 计 算 确 定 遥

渊 三 冤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免 税 问 题

根 据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第 二 十 六 条 的 规 定 袁 企 业 取 得 的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袁 免 征 企 业 所 得 税 遥 具 体 按 以 下 规 定 执 行 院

1. 企 业 从 发 行 者 直 接 投 资 购 买 的 国 债 持 有 至 到 期 袁 其 从

发 行 者 取 得 的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袁全 额 免 征 企 业 所 得 税 遥

2. 企 业 到 期 前 转 让 国 债 尧 或 者 从 非 发 行 者 投 资 购 买 的 国

债 袁 其 按 本 公 告 第 一 条 第 渊二 冤项 计 算 的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袁 免 征 企

业 所 得 税 遥

二尧 关 于 国 债 转 让 收 入 税 务 处 理 问 题

渊 一 冤国 债 转 让 收 入 时 间 确 认

1. 企 业 转 让 国 债 应 在 转 让 国 债 合 同 尧 协 议 生 效 的 日 期 袁 或

者 国 债 移 交 时 确 认 转 让 收 入 的 实 现 遥

2. 企 业 投 资 购 买 国 债 袁 到 期 兑 付 的 袁 应 在 国 债 发 行 时 约 定

的 应 付 利 息 的 日 期 袁确 认 国 债 转 让 收 入 的 实 现 遥

渊 二 冤国 债 转 让 收 益 渊损 失 冤计 算

企 业 转 让 或 到 期 兑 付 国 债 取 得 的 价 款 袁 减 除 其 购 买 国 债

成 本 袁 并 扣 除 其 持 有 期 间 按 照 本 公 告 第 一 条 计 算 的 国 债 利 息

收 入 以 及 交 易 过 程 中 相 关 税 费 后 的 余 额 袁 为 企 业 转 让 国 债 收

益 渊 损 失 冤遥

渊 三 冤国 债 转 让 收 益 渊损 失 冤征 税 问 题

根 据 企 业 所 得 税 法 实 施 条 例 第 十 六 条 规 定 袁 企 业 转 让 国

债 袁 应 作 为 转 让 财 产 袁 其 取 得 的 收 益 渊 损 失 冤 应 作 为 企 业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计 算 纳 税 遥

三尧 关 于 国 债 成 本 确 定 问 题

渊 一 冤 通 过 支 付 现 金 方 式 取 得 的 国 债 , 以 买 入 价 和 支 付 的

相 关 税 费 为 成 本 曰渊 二 冤 通 过 支 付 现 金 以 外 的 方 式 取 得 的 国 债 ,

以 该 资 产 的 公 允 价 值 和 支 付 的 相 关 税 费 为 成 本 遥

四尧关 于 国 债 成 本 计 算 方 法 问 题

企 业 在 不 同 时 间 购 买 同 一 品 种 国 债 的 袁 其 转 让 时 的 成 本

计 算 方 法 袁 可 在 先 进 先 出 法 尧 加 权 平 均 法 尧 个 别 计 价 法 中 选 用

一 种 遥计 价 方 法 一 经 选 用 袁不 得 随 意 改 变 遥

五尧 本 公 告 自 2011年 1月 1日 起 施 行 遥

渊2011年6月22日印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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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月的会计处理。淤计提职工福利费：借：生产成本

1 540，制造费用 168，管理费用 882（728+112+42），销售费用

238；贷：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费 2 828。于企业实际发

生职工困难补助、医务及福利部门经费和其他福利费用时：借：

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利；贷：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

2. 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理。淤将多提或少提的金额直

接记入“管理费用”。假设该企业本年累计实际发生的福利费

支出为 2 588元，多提 240元。借：应付职工薪酬———职工福

利 240；贷：管理费用 240。于按照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将差额

进行分摊，调整相关费用成本：借：应付职工薪

酬———职工福利 240；贷：生产成本 130.69（11

000衣20 200伊240），制造费用 14.26（1 200衣20

200伊240），管理费用 74.85（6 300衣20 200伊240），

销售费用 20.20（1 700衣20 200伊240）。

三、两种会计处理方式的比较

在先提后支的会计处理方式下，对于中小企

业，其职工福利费的开支金额本身就不大，因此，

可以将多提或少提的金额直接列入“管理费用”，

这样可以减少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对于大中型企业，其福利费

的开支金额一般较大，因此，应根据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将差

额进行分摊，调整相关费用成本。

在据实列支的会计处理方式下，可以减少会计人员的工

作量，而且符合配比原则。先提后支的会计处理，会计人员的

工作量大，经过资产负债表日的调整，大致能满足配比原则。

但是若当月职工福利费支出较大，据实列支的会计处理方式

可能对当期的费用支出影响较大，影响当期的利润表，不够稳

定。基于此上分析，建议采用据实列支的会计处理方法。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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