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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费的会计核算与税收业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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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企业对职工劳动的一种补偿方式，职工福利费也是激励员工积极开展工作的有效手段，通过发放适
度的员工福利，能够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良好的福利政策还能加快职工的工作效率，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进入到企业
中，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鉴于此，本文将针对企业福利费管理中的存在的问题展开更深入的分析，并进一步探讨
了福利费的会计核算与税收业务处理方式，以期能为相关业界人士提供些许借鉴，从而推动我国福利费管理水平的稳
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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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时代的快速革新下，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完善，基于员工

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下，职工福利费用也在日益增长，迫使福利

费核算方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相关工作的开展难度也越来越

大。所以，广大职工也更加关注福利费的会计核算与税收处理。

1　企业福利费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对于企业所得税的规定，现有企业财务福利费列支

范围尚未完全符合

企业结合相关所得税实施标准应将福利费用列在工资总

额的14%，对于工资总额的限制，自我国新税法实施后得到

了放宽，工资总额的认定逐渐转变为合理的职工薪酬，不再

是原有的计税工资，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福利费的限

额。但是在福利费方面，企业财务所列支的项目则有了大幅度

减少，没能得到相应的增加。都采取了缴纳保险的形式将各

项社会保障支出进行了转移，在此过程中，保险费不再属于

福利费列支项目，而是被纳入到企业管理费中。另外，对于福

利费开支项目，通过大量的实践分析得知，一减再减，特别是

有些企业只剩下了临时性支出，无法满足企业规定的工资总

额14%，加大了调和的矛盾，虽然福利费金额在税法规定中进

行了详细的列支，但是在实现过程中，企业严重缺少相关福

利费开支项目[1]。

1.2　企业福利支出违背税收中的中性原则

职工福利可以选择一种服务、企业生产的产品或支出，

通过福利费的列支，能够使个人所得税免征；但企业在此过程

中，企业在补偿职工时如果采取的是货币形式，应将其计入到

工资总量，需要职工交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企业福

利支出与税收中性原则完全不符。税收的中性原则即除因纳税

而负担外，国家在征税时，对于人民承受的额外经济要尽量降

低影响。进一步分析锐收中性原则而言，一个好的税收制度，

应尽可能不损害广大人民的生活，但是上述处理方法在企业

的福利费用中的应用，与税收中性原则背道而驰[2]。

2　规范企业福利费会计核算与税务处理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2.1　税法优先原则

第一，如果会计有明确规定而税务缺少规定时，应在税

法中将会计规定当成重要部分，有效处理企业福利费用的运

用；第二，如果税法规定与会计处理方法有明显差异时，应结

合具体情况进一步调整国有企业福利费用；第三，若会计与税

法方法对企业福利费用进行了明确规定，会计人员必须在纳

税时严格遵循税法标准，但在内部记录时，不用按照调表不调

账的原则，即不用开展会计记录变更工作。

2.2　优化会计核算

职工福利费的会计核算方法基于理论前提可分为据实列

支与先提后用两种形式。尽管我国在新会计准则中已然剔除

了工资总额14%计提福利费的方法，但相关规定又被应用在了

薪酬管理中。企业在实际中，针对国家计提基础和计提比例标

准较为缺乏的情况下，应以历史数据为前提，科学预计职工

薪酬，提升薪酬管理的合理性。第一，当期实际发生的福利费

用比预计金额明显要大时，需要对应付职工薪酬进行补提；第

二，当期发生金额比预计金额明显较小时，需要结合相关标准

冲回多提的应付职工薪酬。在新的会计准则中，从这一方面可

以了解到采取的是先计提、后支付、期末进行调整的职工福利

费用的方式，从据实列支中可以展现出最终结果。对于会计工

作的谨慎需求，这此规定中予以了全面展现，但是对于财务工

作量也会明显加大，在对职工福利费用核算时，通过运用据实

列支方法较为合理。

2.3　科学评估福利费标准

现阶段，在福利费处理方法与管理过程中，企业取得的

进步较为明显，推动了企业的长足发展与进步。但是基于各种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仍有一些问题及缺陷存在于企业福利费管

理过程中，对企业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产生了消极影响，故

而亟需采取有效方法进行解决。这就需要企业科学评估具体

情况，对以往福利费相关规定实施合理优化，以此来满足企业

的发展需求[3]。

3　结语

综上所述，自我国新政策实施后，在会计与税法方面对

职工福利费予以了明确要求，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完善，但

在职工福利费范围上，现有会计与税法仍存在一定的差异，直

接加大了税收征纳的难度，希望我国相关人士在出台新政策时

能够对该方面予以一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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