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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一、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适用的主体有哪些？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适用于存在高温作业及在高温天气期间安排劳

动者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

关于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员工享有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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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二、在高温天气期间，用人单位该如何调整员工作业时间？

根据《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号）第八条

第(一)项规定：

在高温天气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当日发布的预报

气温，调整作业时间，但因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需要紧急处理的除外:

1.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

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

室外露天作业;

3.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

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关于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员工享有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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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三、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能否享受岗位津贴？

根据《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

89号）第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

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

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关于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员工享有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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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四、用人单位能否以防暑降温饮料充抵高温津贴？

根据《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

89号）第十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

标准的防暑降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

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关于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员工享有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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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五、用人单位违规劳动者如何维权？

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工会组织依法对用人单位的高温作业、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措施实行监督。发现违法行为，

工会组织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用人单位应当及时改正。用人单位拒不改正的，工会组

织应当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并对处理结果进行监督。

用人单位违反职业病防治与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用人单位整改或者停止作业；情节严重的，按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用人单位及其负责人的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用人单位违反国家劳动保障法律、行政法规有关工作时间、工资津贴规定，侵害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责令改正。

关于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员工享有的基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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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问题一、高温津贴是否等同于防暑降温费？

根据《关于印发<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89号）

第十七条规定：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

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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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例1：

A公司为道路施工企业，公司共有员工300人，其中从事一线施工的人员共计230人。

根据当地城市规划建设需要，即便在高温天气里企业部分员工仍旧需要坚持施工岗

位。因为该公司安排的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且该公司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故此，企业仅向符合该工作条

件的230名员工发放了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除此之外，该公司又向企业内

所有职工每人每月发放50元的高温补贴并提供防暑降温饮料等实物。

在本案例中，该施工企业单独支付给230名在特定工作环境中的员工补贴则属于高

温津贴，而支付给所有在职员工每人每月发放50元的高温补贴并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等实物则属于带有职工福利性质的防暑降温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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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二、企业支付高温津贴会计上如何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及其应用指南相关条款规定：

职工薪酬，是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

形式的报酬或补偿。

企业提供给职工配偶、子女、受瞻养人、已故员工遗属及其他受益人等的

福利，也属于职工薪酬。

职工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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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企业支付高温津贴的会计账务处理如下：

（1）计算应发放的高温费时按职工提供服务的受益对象计入有关成本费用

科目，并确认应付职工薪酬。

借：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2）发放高温费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贷：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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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2：A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冷轧薄板、高强螺纹钢筋、宽厚板、管线钢和特钢棒材

等多种型号钢材生产加工企业。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公司

2018年7月向高温下作业的生产工人2000人发放了高温津贴100万元。

该公司应做如下账务处理：

计提高温津贴时：

借：生产成本100000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工资1000000.00

 

实际发放高温津贴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工资1000000.00

贷：银行存款1000000.00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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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三、纳入工资总额的高温津贴能否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重点讲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

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扣除。

前款所称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

所有现金形式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

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员工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在实务中，因为上述规定表述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而且在实务中，税企双方对会计

上认可的工资津贴等支出能否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存在分歧。因此，我们不妨追

根溯源，共同学习《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第三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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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释义」本条是关于职工工资薪金支出税前扣除的规定。

　　本条的规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必须是实际发生的工资薪金支出。 

       （二）工资薪金的发放对象是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 

       （三）工资薪金的标准应该限于合理的范围和幅度。 

       （四）工资薪金的表现形式包括所有现金和非现金形式。 　

       （五）工资薪金的种类。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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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四、劳动者取得单位发放的高温津贴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00号）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

工资、薪金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年终加薪、劳

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所得。

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四条规定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免纳

个人所得税。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按照国家统

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是指按照国务院规定发给的政府特殊津贴、院士津贴、资深

院士津贴，以及国务院规定免纳个人所得税的其他补贴、津贴。针对高温津贴国务院没

有规定可以免纳个人所得税，因此劳动者取得单位发放的高温津贴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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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例3 ：B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路桥建设施工公司。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该公司2018年7月向高温下作业的生产工人每人发放了高温津贴1000

元。那么，对于高温下作业的生产工人取得的1000元高温津贴需要并入当月工资

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高温津贴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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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PART  03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的财税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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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一、企业支付的防暑降温费在会计上该如何处理？

根据《财政部关于企业加强职工福利费财务管理的通知》（财企[2009]242号）第一

条相关规定，企业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为职工提供的除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纳入

工资总额管理的补贴、职工教育经费、社会保险费和补充养老保险费(年金)、补充医

疗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以外的福利待遇支出，包括发放给职工或为职工支付的以下各

项现金补贴和非货币性集体福利：

（一）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等发放或支付的各项现金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职

工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暂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

补贴、职工疗养费用、自办职工食堂经费补贴或未办职工食堂统一供应午餐支出、符

合国家有关财务规定的供暖费补贴、防暑降温费等。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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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应用指南第三条“关于职工和职工薪酬

的定义”相关规定：

职工福利费，是指企业向职工提供的生活困难补助、丧葬补助费、抚恤费、职工异

地安家费、防暑降温费等职工福利支出。

因此，企业向所有员工以货币或者实物形式支付的防暑降温费支出在会计上应做为

职工福利支出进行核算。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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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

 计提确认时：

借：管理费用

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贷：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

 

实际发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

贷：银行存款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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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案例4：甲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8年9月的其他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主要从事钢结构的制作安装、销售及工程施

工业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由甘井子区国税局管理。

2018年7月，该公司按规定向所有在职员工一次性发生防暑降温费补贴，

每人300元。其中，向公司管理人员共计发生防暑降温费补贴3万元；向一

线生产工人共计发放防暑降温费24万元；支付给车间管理人员防暑降温费

补贴6万元。该公司通常所需要做的会计处理如下：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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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计提确认时：

借：管理费用   30000

生产成本   240000

制造费用   60000

贷：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 330000

 

实际发放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福利费  330000

贷：银行存款            330000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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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问题二、企业支付的具有福利性质的职工防暑降温费能否直接税前扣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3号）第三条“关于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相关规定，《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

第四十条规定的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以下内容：

（二）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

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

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

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

因此，企业为职工支付的具有福利性质的职工防暑降温费不能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

除，应当按照职工福利费扣除限额标准在税前列支扣除，即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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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防暑降温费能否作为企业计提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和职工

教育经费三项经费用的扣除基数？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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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企业发生的劳动保护支出中防暑降温费能否直接税前扣除？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释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发

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释义，企业准

予税前扣除的劳动保护支出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支出。

　　这是税前扣除的基本原则，企业只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出，才准予税

前扣除。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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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必须是合理的支出。

　　有人认为，对于企业的劳动保护支出，应据实扣除，不应有“合理的”

限制。本条之所以加上“合理的”条件限制，主要是防止有些企业可能借

此逃避税收，也为税务机关在实际税收征管中，行使相应的调整权，预留

法律依据。条例起草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对“合理的”范围进行

界定。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环境下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千差万别，无法

对其劳动保护支出作统一的界定，同时为了保持条例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在通过其他规定来具体认定“合理的”范围而不影响执行的前提下，条例

没有对“合理的”范围作具体界定。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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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必须是劳动保护支出。
　　条例草案曾经规定，本扣除项目中的劳动保护支出，是指确因工作需要为雇员配备或
提供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用品等所发生的支出。考虑到条例体例、框
架的协调性、一致性等因素的要求，也考虑到企业的劳动保护支出难以得出简单的统一标
准，且条例草案本身规定的某些用语不尽科学，所以条例删除了草案中关于劳动保护支出
的界定的规定。但是，这并不是否定草案关于劳动保护支出的界定的基本内容，而是将其
放入规章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予以处理。本条规定的劳动保护支出，仍然需要满
足以下条件，一是必须是确因工作需要，如果企业所发生的所谓的支出，并非出于工作的
需要，那么其支出就不得予以扣除；二是为其雇员配备或提供，而不是给其他与其没有任
何劳动关系的人配备或提供；三是限于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品等，如
高温冶炼企业职工、道路施工企业的防暑降温品，采煤工人的手套、头盔等用品。”
综上所述，企业劳动保护支出中实际发生的合理的防暑降温费可以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
列支扣除。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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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企业发生的劳动保护支出中防暑降温费能否直接税前扣除？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释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合理

的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释义，企业准予税前扣

除的劳动保护支出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必须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支出。

　　这是税前扣除的基本原则，企业只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出，才准予税前扣除。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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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须是合理的支出。企业不能借此逃避税收。

三、必须是劳动保护支出。本扣除项目中的劳动保护支出，是指确因工作

需要为雇员配备或提供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用品等所

发生的支出。

综上所述，在本案例中，企业该笔支出已经实际发生，支出金额符合合理

性要求，支出发生的对象符合扣除项目中劳动保护支出要求，因此该笔8

万元支出可以作为劳动保护支出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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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企业发生的劳动保护支出中防暑降温费能否直接税前扣除？

（二）劳动防护用品相关规定

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释义学习，我们了解

了符合要求的劳动保护支出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在实务中很多财务人员存

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用品属于劳动保护用品？国家相关部门是否有具体的

相关规定？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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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企业从福利费中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防暑降温补贴需缴纳个人

所得税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生活补助费范围确定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8]155号）

第二条规定，下列收入不属于免税的福利费范围，应当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

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一、从超出国家规定的比例或基数计提的福利费、工会经费中支付给个人的各种补

贴、补助；

二、从福利费和工会经费中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补贴、补助；

三、单位为个人购买汽车、住房、电子计算机等不属于临时性生活困难补助性质的

支出。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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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企业从福利费中支付给本单位职工的人人有份的防暑降温补贴应当

并入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得税。

例如：2018年7月，乙公司为了让本单位职工能否清凉度夏，公司规定采

购一批饮料，当温度达到30度以上时向单位员工发放。采购饮料发生的支

出在职工福利费项下归集，那么，公司为本单位职工提供的人人有份的饮

料按上述规定是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防暑降温费的相关会计与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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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4

综合性案例分析 
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的财税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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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特钢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耐酸、耐碱、耐高温等各种特殊性能要求的

线材、小棒材、大棒材和不锈钢丝、钢带、钢管、薄板生产销售企业。20

18年7月，为了防暑降温让公司职工清凉度夏，该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公司向从事一线高温

冶炼工作的职工每人发放500元的高温津贴补助，共计发生支出50万元。

向不符合《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非从事一线高温冶炼工作的职工每

人发放200元的高温补贴，共计发生支出10万元。该公司将上述发生的60

万元补贴全部计入工资薪金总额，拟作为2018年企业所得税职工福利费、

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三费税前扣除基数。

           综合性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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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该公司外购一批饮料，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支付的货款1万

元，增值税进项税额1600元。该公司已将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

上述购进的饮料免费提供给公司所有在职员工，员工引用时自行领取即可。

（三）为了保护一线从事高温冶炼生产工作的职工健康安全，该公司为其

采购一批劳动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用品等，共计发生支出价税合计

11.6万元，该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金额10万元，增值税进项

税额1.6万元，其中防暑降温用品支付价税合计5. 8万元。

（四）该公司利用周末时间，用工会经费分批次组织全体职工出游参加漂

流活动。

           综合性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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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事项（一），该公司将上述发生的60万元补贴全部计入工资薪金总

额，拟作为2018年企业所得税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三费

税前扣除基数，是否符合税法规定？

           综合性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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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事项（二），该公司外购饮料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能否抵扣？其发

生的支出能否直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综合性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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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事项（三），防暑降温用品支付价税合计5. 8万元，其增值税专用发

票上注明的进项税额能否抵扣？其发生的支出能否在企业所得税税前直接

扣除？

           综合性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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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事项（四），该公司利用周末时间，用工会经费分批次组织全体职工

出游参加漂流活动，员工是否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

           综合性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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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国各省份高温津贴

发放时间及标准
高温津贴与防暑降温费的财税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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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全国各省份

     高温津贴发放时间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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