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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6日，财政部发布企业会计体系，并要求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实施。本文拟对会计准则
体系之一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准则有关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及递延所
得税费用等有关事项确认与计量谈一点粗浅之见。 
一、账户设置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核算企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资产 
其借方登记企业在确认相关资产、负债时，根据所得税准则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方登记资
产负债表日，企业根据所得税准则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大于本科目余额的差额。该账户期末借
方余额，反映企业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核算企业确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负债 
其贷方登记资产负债表日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借方登记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应有余额
小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该账户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所得税费用”账户，核算企业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及其结转情况 
该账户借方登记确认的本期所得税费用，贷方登记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的费用，结转后“所得税费
用”账户应无余额。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与计量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原则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在估计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
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时，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量 
1.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企业应用现行所得税税率，能够估计相关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时间，
应采用转回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基础计算确定。 
2.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取得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例1：2006年12月20日，某公司交付使用固定资产一项，原值为800，000元，预计使用年限为8年，税
法规定为10年。假设不考虑预计净残值。企业按直线法折旧。适用所得税税率为25%。假定不考虑其他
事项。计算并确认2007年和2008年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7年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800，000－100，000＝700，000（元） 
2007年末固定资产计税基础＝800，000－80，000＝720，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720，000-700，000）×25%＝5，00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0 
  贷：所得税费用   5，0000 
2008年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800，000- 100，000-100，000＝600，000（元） 
2008年末固定资产计税基础＝800，000- 80，000-80，000＝640，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640，000-600，000）×25%－5，000＝5，000（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0 
  贷：所得税费用   5，0000 
三、延所得税负债确认与计量 
（一）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原则： 
一般情况下，企业对于所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均应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除与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以及企业合并中取得资产、负债相关的以外，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同时，应
增加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根据适用所得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
计量。 
例2：2007年12月31日，某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300，000元，计税基础为200，000元；2008
年12月31日，某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500，000元，计税基础为450，000元。企业预计在未
来期间转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按适用所得税税率25%计量。有关会计分录如下： 
2007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300，000－200，000＝100，000（元） 
2007年递延所得税负债＝100，000×25%＝25，0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25，0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00 
2008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500，000－450，000＝50，000（元） 
2008年递延所得税负债＝50，000×25%－25，000＝-12，500（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00 
  贷：所得税费用   12，500 
四、所得税费用的确认与计量 
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个部分。递延所得税，是指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期末应有的金额相对于原已确认金额之间的差
额，但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及企业合并的所得税影响。用公式表示如下： 
递延所得税＝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少-当
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例3：某公司2008年起改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企业当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1，000，00
0元。该公司适用所得税为25%，假设不考虑其他事项。2008年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中，会计处理与
税收处理存在的差异如下： 

 



 

该公司应纳税所得额＝1，000，000＋120，000-100，000＝980，000（元） 
公司应纳所得税额＝980，000×25%＝245，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120，000×25%＝30，0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100，000×25%＝25，0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4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5，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00 
例4：承例2某公司2009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1，000，000元。该公司适用所得税为25%，假设不考
虑其他事项。2009年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中，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存在的差异如下： 

 

 

该公司应纳税所得额＝1，000，000＋40，000－50，000＝990，000（元） 
公司应纳所得税额＝990，000×25%＝247，5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40，000×25%-30，000＝-20，0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50，000×25%-25，000＝-12，5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255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7，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00 
例5：某公司2007年起改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企业当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1，000，00
0元。该公司适用所得税为33%，假设不考虑其他事项。2008年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中，会计处理与
税收处理存在的差异如下： 

 

 

该公司应纳税所得额＝1，000，000＋120，000- 100，000＝980，000（元） 
公司应纳所得税额＝980，000×33%＝323，4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120，000×33%＝39，6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100，000×33%＝33，0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316，8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39，6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23，4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000 
例4：承例3某公司2008年度利润表中利润总额为1，000，000元。该公司适用所得税为25%，假设不考
虑其他事项。2009年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中，会计处理与税收处理存在的差异如下： 

 

 

该公司应纳税所得额＝1，000，000 + 40，000 - 50，000＝990，000（元） 
公司应纳所得税额＝990，000×25%＝247，5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40，000×25%-39，600＝-29，600（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50，000×25%-33，000＝-20，5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256，6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0，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7，5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600 
（作者单位：济宁市中区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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