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递延收益，是指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尚待确认的收入或者收益，也就是暂时

未确认的收益。

一般情况下，企业的递延收益包括以下内容：

1、政府补助。

2、未实现售后租回收益。

3、其他涉及到递延的营业收入，比如会员费、特许权费收入、高尔夫球场果岭

券收入、包括在商品售价内的服务费等。

拓展一：仔细阅读“递延收益”财务注释。

一般在财务注释中，“递延收益”注释中应该披露如下信息：

1、递延收益的各部分金额。

2、递延收益涉及到的各个项目的金额。

拓展二：递延收益与政府补助的关系。

1、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从政府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补助，确认为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

计入当期损益。但是，以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判断依据及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将从政府取得的各种奖励、定额补贴、财政贴息、拨付的研发经费（不包括

购建固定资产）等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确认为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用于补偿公司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

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2）用于补偿公司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计入当期损益。

拓展三：与政府补助有关的递延收益涉及到的相关科目的确认。

1、收到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当收到的是货币资产性的政府补助时，

应确认为银行存款（属于货币资金科目）；当收到的是非货币资产性的政府补助

时，应确认为其他货币资金（属于货币资金科目）。

2、企业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的损益（营

业外收入）。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损毁的，应

将尚未分配的递延收益余额一次性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营业外收入）。

3、企业取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

的，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

拓展四：未实现的售后回租收益及其他递延收益。

1、未实现的售后租回收益，主要是企业用于融资租赁。

售后租回构成融资租赁的，不确认资产处置损益，在融资租入资产折旧期内分摊

计入费用。

例如企业 A需要融资，把设备卖给融资租赁公司 B，B再回租给 A公司。



当售价大于账面价值，差额部分计入递延收益，并按照实际利率去分摊未确认的

售后租回损益。

当售价小于账面价值，则不产生递延收益。

2、其他涉及到递延的营业收入，比如企业甲为企业乙提供互联网服务，由于一

次性收到未来五年的服务费用，服务暂时未完成，所以存在着递延收益，就需要

在未来每年进行摊销。

又比如某俱乐部向客户售卖会员卡，会员卡 1000 元，会员卡有效期 3年，客户

期间使用会员卡，全场服务打 8折，那么这个会员卡收到的 1000 元就应确认为

递延收益，需要在未来 3年内进行摊销。

拓展五、涉及营业收入的类递延收益与预收账款区别。

1、相同点：两者都属于负债类的科目，一般都是向对方发送商品或提供服务时，

转为收入并进行确认。

2、不同点：递延收益是在对外提供劳务时，分期转为收入或收益，即递延收益

一般需要在未来期限内合理地进行分摊，而预收账款是在发送商品或提供劳务时

一次性转为收入。

分析

1、递延收益一般金额较小，与营收的占比比率较低，而且大多是政府补助。

2、假如某一企业递延收益金额很大，且对营收占比较高，投资者需要谨慎查阅

财报注释，看企业的解释是否让人满意，是否说的通。如果企业的解释不能让人

信服，那么，该企业就值得怀疑。简而言之，事反必妖。

3、假如一个企业存在售后租回而产生的递延收益，往往说明这个企业比较缺钱，

到了需要靠把设备卖出去，然后再租回来使用，来进行融资。因为售后回租的利



率一般都比较高，远远高于向银行贷款的利率。优秀的企业一般不会有售后租回

而产生的递延收益。

“递延收益”内容相对较少，但理解起来相对较难。概而言之，一要看其金额是

否过大，企业解释是否合理；二要看企业是否存在售后租回的情况，如有，往往

说明这家公司较为缺钱，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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