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建立公司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加强安全生产费

用财务管理，维护企业、职工以及社会公共利益，根据《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 号）、《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23 号）、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 号）

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安全生产费用是指公司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提取、在当期

费用中列支、专门用于完善和改进公司或项目安全生产条件的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及经营范围涉及危险品生产与储存、

非煤矿山开采、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与销售、爆破工程施工和交通运

输的下属分、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章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标准 

 

第四条 根据集团会计政策规定，各公司依据其涉及的经营业务

分别按照以下标准逐月提取： 

（一）锂盐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业务 

以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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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确认年度计提金额并逐月平均提取： 

1、营业收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下的，按照 4.5%提取； 

2、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至 10,000 万元（含）的部分，按照

2.25%提取； 

3、营业收入在 10,000 万元至 100,000 万元（含）的部分，按

照 0.55%提取； 

4、营业收入在 100,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二）非煤矿山开采业务 

依据当月开采的原矿产量按月提取： 

1、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5 元，地下矿山每吨 15元； 

2、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3 元，地下矿山每吨 8 元； 

3、尾矿库运行按当月入库尾矿量计提，其中三等及三等以上尾

矿库每吨 4元，四等及五等尾矿库每吨 5 元； 

4、尾矿库回采按当月回采尾矿量计提，其中三等及三等以上尾

矿库每吨 1元，四等及五等尾矿库每吨 1.5元。 

（三）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与销售业务 

以上一年度营业收入为计提依据，采取超额累退方式按照以下

标准确认年度计提金额并逐月平均提取： 

1、营业收入在 1,000万元及以下的，按照 4%提取； 

2、营业收入在 1,000 万元至 10,000 万元（含）的部分，按照

2%提取； 

3、营业收入在 10,000 万元至 100,000 万元（含）的部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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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0.5%提取； 

4、营业收入在 100,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按照 0.2%提取。 

（四）爆破工程施工业务 

以工程造价为计提依据，每月末按工程进度计算提取： 

1、矿山工程 3.5%； 

2、铁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3%； 

3、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 2.5%； 

4、冶炼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化工石油工程、通信工程 2%； 

5、市政公用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公路工程 1.5%。 

（五）交通运输业务 

1、危险品等特殊货运业务，按照上一年度实际营业收入 1.5%

提取； 

2、普通货运业务，按照上一年度实际营业收入 1%提取。 

第五条 公司安全生产费用月初结余达到上一年应计提金额三

倍及以上的，自当月开始暂停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直至安全生产费

用结余低于上一年应计提金额三倍时恢复提取。 

 

第三章 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和管理 

 

第六条 安全生产费用应当按照以下规定范围使用： 

（一）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和重大事故隐

患治理支出，其中： 

1、锂盐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业务、民用爆破物品生产与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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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是指车间、库房、罐区等作业场所的监控、监

测、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压、防毒、消毒、

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渗漏、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

作等设施设备； 

2、非煤矿山开采业务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和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支出是指矿山综合防尘、防灭火、防治水、危险气体监测、通风系

统、支护及防治边帮滑坡、防冒顶片帮设备、机电设备、供配电系

统、运输（提升）系统和尾矿库等完善、改造和维护支出以及实施

地压监测监控、露天矿边坡治理等支出； 

3、爆破工程施工业务的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是指施工现场临

时用电系统、洞口或临边防护、高处作业或交叉作业防护、临时安

全防护、支护及防治边坡滑坡、工程有害气体监测和通风、保障安

全的机械设备、防火、防爆、防触电、防尘、防毒、防雷、防台风、

防地质灾害等设施设备；应急救援技术装备、设施配置及维护保养

支出，事故逃生和紧急避难设施设备的配置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应急预案制修订与应急演练支出； 

4、交通运输业务的安全设置设备支出是指运输设施设备和装卸

工具安全状况检测及维护系统、运输设施设备和装卸工具附属安全

设备；购置、安装和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车辆卫星定位装置、

视频监控装置、船舶通信导航定位和自动识别系统、电子海图等支

出。 

（二）配备、维护、保养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支出和应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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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建设、应急预案制修订与应急演练支出； 

（三）开展重大危险源检测、评估、监控支出，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改支出，安全生产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运

维和网络安全支出； 

（四）安全生产检查、评估评价（不含新建、改建、扩建项目

安全评价）、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 

（五）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 

（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和从业人员发现并报告事故

隐患的奖励支出； 

（七）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新标准、新工艺、新装备的推

广应用支出； 

（八）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检定校准支出； 

（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承运人责任保险支出； 

（十）尾矿库闭库、销库费用支出； 

（十一）与安全生产直接相关的其他支出。 

第七条 公司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从成本（费用）中列支并专项

核算。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支出应当取得发票、收

据、转账凭证等真实凭证。 

第八条 本公司职工薪酬、福利不得从公司安全生产费用中支出。

公司从业人员发现报告事故隐患的奖励支出从公司安全生产费用中

列支。 

第九条 公司安全生产费用年度结余资金结转下年度使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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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赤字（即当年计提安全生产费用加上年初结余小于年度实际支

出）的，应当于年末补提安全生产费用。 

第十条 公司当年实际使用的安全生产费用不足年度应计提金

额 60%的，除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外，还应当于下一年度 4 月底前，

按照属地监管权限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提交经企业董事会、股东会等机构审议的书面说明。 

第十一条 公司调整业务、终止经营或者依法清算的，其结余的

安全生产费用应当结转本期收益或者清算收益。下列情形除外： 

（一）矿山企业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将安全生

产费用结余用于矿山闭坑、尾矿库闭库后可能的危害治理和损失赔

偿； 

（二）危险品生产与储存企业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

应当将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结余用于处理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

前的危险品生产或者储存设备、库存产品及生产原料支出。 

第（一）和（二）项企业安全生产费用结余，有存续企业的，

由存续企业管理；无存续企业的，由清算前全部股东共同管理或者

委托第三方管理。 

第四章 安全生产费用的财务处理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费用的财务处理： 

（一）公司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按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计入

当期损益，同时记入“专项储备”科目。 

（二）在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时，属于费用性支出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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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冲减专项储备。 

（三）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形成固定资产的，应当通过“在

建工程”科目归集所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

储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

提折旧。 

（四）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已计提但尚未使用的安

全生产费用不涉及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

异，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安全生产费用的计提和使用产生

的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比照永久性差异进行会计

处理。本期计提的安全生产费用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使用

的以前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安全生产费用时冲减其对应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 

第十三条 公司调整业务、终止经营或者依法清算的，其结余的

安全生产费用应当结转本期收益或者清算收益。 

第十四条 公司应当及时、足额提取安全费用，并按规定使用。

在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中，公司应当披露安全费用提取和使用的具体

情况。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如公司经营业务范围发生变化，安全生产费用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标准计提。 

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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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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