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补贴收入是否需要缴纳增值税？

答复：当你收到了财政补贴的时候，首先要准确判断是否与取得收入或者数量直

接挂钩。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

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不属

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

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5 号）第七条规定：纳税人取得的财

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

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

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财政补贴收入若是需要缴纳增值税，

增值税率适用多少？

答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财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

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的，按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

资产、不动产的适用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也就是属于价外费用，按照主业适用增值税率。

比如：某地交通运输局给当地公交公司按照乘车老年人的人数发放老年人持卡乘

坐公交车优惠金额的补贴 103万元。

由于该笔补贴属于与公交公司取得收入或者数量直接挂钩，因此需要缴纳增值税，

应按照公交公司简易征收适用的征收率 3%来计算增值税。

公司收到一笔与销售行为不挂钩的财政补贴，

财政部门要求开具发票，

我公司可以开具不征税发票吗？



答复：纳税人开具不征税的发票就可。

参考：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

局公告 2019年第 14 号 ）规定：

四、税务总局在增值税发票税控开票软件中更新了《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

纳税人应当按照更新后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表》开具增值税发票。

一、编码“615”与销售行为不挂钩的财政补贴收入

适用情形：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

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年第 45号）规定：纳税人取得的财

政补贴收入，与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的收入或者数量直

接挂钩的，应按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纳税人取得的其他情形的财政补贴收入，

不属于增值税应税收入，不征收增值税。

收到的财政部门是否需要交纳企业所得税，

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答复：财政补贴不征税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有”，否则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

一是要有文件。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二是要有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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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要有核算。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参考：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

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规定，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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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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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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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即是说，如果企业取得的政府补贴符合上述三项规定，则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

处理。

取得的符合条件的财政补贴属于不征税收入，

对应的成本费用还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吗？

答复：不可以的。你取得的符合条件财政补贴属于不征税收入，对应发生的成本

费用别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了！汇算清缴应及时进行纳税调增。

参考：财税【2011】17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

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规定：二、根据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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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判断取得的财政补贴

是计入“营业外收入”还是计入“递延收益”？

答复：

1、收到财政补贴，首先判断用于干什么？也就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

2、与资产相关的财政补贴，计入“递延收益”，当资产分期折旧的时候再结转入“其

他收益”；

3、与收益相关的财政补贴，还要区分是用于补偿以后发生的成本费用还是补偿

以前发生的成本费用？



4、若是用于补偿以后发生的成本费用，计入“递延收益”，然后再在实际发生费

用的时候结转入“其他收益”（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或者“营业外收入”（与日常

经营活动无关）；

5、若是用于补偿以前发生的成本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就可以，与日常经营

活动有关的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计入“营业外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