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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做好这项工

作，需要具备系统和扎实的会计与税收专业功底，需要不断关注和学习新的政策。本

文仅就纳税申报表附表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收入类调整项目中“视同销售收

入”、“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收入”和“不征税收入”几个项目的调整作了一些分

析。
 

【关键词】视同销售收入；权责发生制原则；不征税收入；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

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依据查账征收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是在年度会计利润总额的基础

上，按税法规定进行调整而计算得出来的。这项工作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工作环节：一

是会计利润总额的核算，二是按税法规定进行调整。会计利润总额的核算应当遵循国

家统一会计制度。如果企业会计利润总额核算存在不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地

方，即为会计差错，应当按国家统一会计制度更正相关项目及利润总额。如果企业会

计利润总额核算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但存在与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有关规定不一致

的地方，则必须按税法规定进行调整，即为纳税调整。
 

会计差错更正与纳税调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两者各自遵循的依据不同，不能将

纳税调整与会计差错更正合二为一，如果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工作混为一谈，则不符合

申报表的逻辑结构和项目口径要求，同时还可能会影响到某些扣除项目的计算基数。

因此，在填报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之前，应当检查和核实会计处理，确保会计处理的

真实、正确和完整。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取数、分析调整和填报工作。年度纳税申报要

求，所有的纳税调整项目都需要通过附表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反映，并将纳税调整

项目分为收入类、扣除类、资产类、准备金、房地产企业预售收入计算的预计利润、

特别纳税调整应税所得及其他七类。其中，收入类调整项目包括18项，在此，只就收

入类调整项目中“视同销售收入”、“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收入”和“不征税收入”等

项目的调整作一些分析。
 

一、视同销售收入
 

视同销售收入，是指纳税人会计上不作为销售核算，但按照税收规定视同销售确认的

应税收入。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

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

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

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的规定，将资产转移至境外及将资产用于

市场推广或销售、用于交际应酬、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用于股息分配、用于对外捐

赠等移送他人而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资产处置，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定收入。移送他

人而改变资产所有权属资产处置属于企业自制的资产，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

售价格确定销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
 

依上述规定，视同销售可分为两部分：非货币性交易视同销售收入及货物、财产、劳

务视同销售收入。视同销售，由于会计上不作为销售收入，因此纳税调整时直接调增

视同销售收入金额。
 

1. 非货币性交易视同销售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

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

计量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

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不具有商业实质或交换涉及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

能可靠计量的，应当按照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

本，不确认损益。只有当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或其现值两者之间的

差额较大时，才能表明交易的发生使企业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时，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因而具有商业实质。
 

因此，非货币性交易视同销售收入调增金额应当为“不具有商业实质或交换涉及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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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情形下会计未作销售处理的非货币性交易。在不具有商

业实质”情形下，换出资产仍按税收规定以其公允价值作为收入；在“交换涉及资产的

公允价值均不能可靠计量”情形下，也应当合理地确认收入金额，依据《税收征收管

理法》的规定，如果存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

用，而减少其应纳税的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
 

2. 货物、财产、劳务视同销售收入。《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对职工薪酬会计

处理明确规定：企业以其自产产品作为非货币性福利发放给职工的，应当根据受益对

象，按照该产品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同时确认应付职工薪

酬。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规定，采用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

非现金资产是作为销售处理的。其他不属于上述范围的职工奖励或福利、偿债所用货

物、财产、劳务，会计上没有规定作销售处理，应当调增视同销售收入。将货物、财

产、劳务用于捐赠、赞助、集资、广告、样品、交际应酬、利润分配等用途，会计上

也没有规定按销售收入核算，按税法规定应当调增视同销售收入。
 

这里还有两点需要注意：①视同销售的资产包括来源于自产和外购的资产，据税法规

定，企业处置外购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售收入。在运用这条规定时，应

当考虑时间、市场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处置时其“价格”是否公允，是否可作为确定销

售收入的金额。②移至境外的资产无论所有权转移与否，均视同销售。
 

二、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收入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

认、计量和报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

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

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

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会计准则和税法都规定权责发生制是一项基本的原则，在收入确认的时间方面一般不

存在差异。然而税收与会计的目的不同，在某些业务和事项方面，税收基于纳税人支

付税款能力角度考虑则没有运用权责发生制，比如，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

用费收入等几类，税法规定按合同约定收款日期确认收入，这要比权责发生制更接近

于纳税人支付税款能力的形成。这几类收入，就是“未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收

入”，即：纳税人会计上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收入，但按照税法规定不按照权责

发生制确认收入，应当进行纳税调整。当然，也应注意到，如果税收上按合同约定的

收款日期确认的收入恰好与会计上按权责发生制确认的收入处于同一年度，就没有产

生差异，不调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10］79号）的规定，“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

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出租人可“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

入”，这种情况下税收确认与会计处理也没有差异，不调整。
 

三、不征税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不征税收入包括：各级人民政府对纳入预算管

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的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政府性基金；企业取得的，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专项用途并经国

务院批准的财政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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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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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该通知还规定：不征税

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

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
 

企业取得的不征税收入，会计上按《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

理。当会计确认为递延收益时，不进行纳税调整，当递延收益转回或摊销时则作纳税

调减；如果取得时会计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也应作纳税调减。不征税

收入，如果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

部门的部分，在取得该资金第六年会计将这部分作为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的，则

不调整。
 

还必须注意的是，如果企业取得的是企业政策性搬迁补偿收入，则应当执行《企业政

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该办法规定：政

策性搬迁过程中涉及的搬迁收入、搬迁支出、搬迁资产税务处理、搬迁所得等所得税

征收管理事项，单独进行税务管理和核算；企业的搬迁收入，包括搬迁过程中从本企

业以外（包括政府或其他单位）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以及本企业搬迁资产处置收入

等；企业的搬迁支出，包括搬迁费用支出以及由于搬迁所发生的企业资产处置支出；

企业在搬迁期间发生的搬迁收入和搬迁支出，可以暂不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在

完成搬迁的年度，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清算，将搬迁所得计入当年度企业应纳

税所得额计算纳税；企业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为负数的，应为搬迁损失，搬迁损

失可在搬迁完成年度，一次性作为损失进行扣除或自搬迁完成年度起分3个年度，均

匀在税前扣除；搬迁完成年度，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

表时，应同时报送企业政策性搬迁清算损益表及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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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规定，对企业政策性搬迁补偿收入及有关项目需要注意两个不同期间的填

报。①在搬迁期间的年度纳税申报，取得的搬迁补偿收入当会计确认为递延收益时，

不进行纳税调整，当递延收益转回或摊销时则应当作纳税调减；如果取得时会计直接

计入当期损益（营业外收入），也应当作纳税调减。另外，搬迁资产处置收入在收入

类“其他”项目中调减；与搬迁收入相对应的搬迁支出在扣除类相关项目中调增。②搬

迁完成年度的纳税申报，对搬迁收入和支出进行汇总，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的余

额，即为搬迁所得。搬迁所得为正数，则在收入类“其他”项目中调增；搬迁所得为负

数即搬迁损失，则应当在扣除类调整项目“其他”项目中调减。
 

四、结束语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申报，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做好这项工作，需要具备

系统和扎实的会计与税收专业功底，需要不断关注和学习新的政策。这里，只是就纳

税申报表附表三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收入类调整项目中“视同销售收入”、“未按权责发

生制原则确认的收入”和“不征税收入”几个项目调整作了一些基本的分析。其实，企业

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的每一张表、每一个项目，都反映着极其丰富的经济

含义，都遵循既定的规则，同时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勾稽关系。因此，分析、调整、

填报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时，一般不能简单、孤立地处理某一项目，需要注意表与表

之间、项目与项目之间的逻辑联系，以防止发生重复和遗漏等错误。 
 

主要参考文献
 

谢国珍.企业所得税收入确认问题解析［J］.财会月刊，2009（2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

2008-10-09.
 

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40号，

2012-08-14.

下一篇  返回本期  返回标题

http://www.ckyk.cn/upload_files/20150311/438991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