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户登录

 作者投稿

 稿件查看

   时代金融 -=> 下半月刊 -=> 正文 欢迎光

热门文章

 [2008年7月]运用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分析..

 [2008年2月]民间借贷利率
与银行贷款利..

 [2006年1月]如何加强会计
人员职业道德..

 [2006年4月]中国外汇储备
现状分析与建..

 [2008年11月]如何处理银行
业务发展与..

相关文章

·暂无

推荐文章

 [2006年1月]产品市场竞争
强度影响上市..

 [2006年1月]商业银行走混
业经营是必然..

 [2006年1月]中国存款保险
制度 模式..

 [2006年1月]中国创业板市
场风险成因及..

 [2006年1月]从华夏并购案
看券商重组

[2009年9月]浅析所得税会计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张继有]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所得税会计的目的，是通过比较资产、负债等项目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
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将该差异的所得税影响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所得税费用。 
一、 应付税款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差别 
（一）应付税款法的利弊 
 应付税款法即指企业将本期应付所得税款作为当期费用，列入利润表。应付税款法作为一种简单易行
的方法，长期以来被会计人员广泛使用。但由于其以税法为出发点，强调财税合一的方式，带有较大
的弊病。尤其在社会对会计信息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应付税款法不符合权责发生制、配比性、相关
性等原则的弱点日渐突出，甚至因此导致财务报告当期净利润偏离实际，无法反映企业真实的盈利状
况。 
（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1.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明确了所得税的核算应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就是从资产负债出发，由净资产的增减计算当期应付所得税额，并根据期末资产
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暂时性差异，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总额，减去期初递
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得出当期转入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计算出当期所得
税。 
2．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采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概念，分别列示在资产负债
表资产和负债中。这种处理方法明确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性质，在我国经济逐步国
际化的今天，加强会计的国际趋同化，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费用将极大地提高企业财务
报告的透明度及实用性，清晰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为企业和投资者的正确决策提供了更加可靠
的会计信息。 
 3．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关键所在，是确认和计量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暂时性差异是
指一项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和这项资产或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账面价值的差异，暂时性差异又分
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资产负债表中如果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资产的计税基
础，就会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反之则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
得税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如果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负债的计税基础，就会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反之则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比较
每项资产、负债的期末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由此得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二、应付税款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联系 
（一）在所得税核算方法中，会计人员更习惯使用应付税款法，以往我们在应付税款法下计算应纳所
得税，是以会计利润总额为基础，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后得到应纳税所得额，再
根据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得出本期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得税，因而容易理解和实行。会计规定
与税法规定不一致的地方都应考虑进行纳税调整。 
（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开始引入全新的概念，把资产负债表作为第一报表，从资产和负债出发计算
应税所得额，这种方法与以前使用的方法似乎有很大的差异，其实处理起来也并非那么困难，只要认
真理解，用心学习就能够解决问题。总之，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应交所得税的计算思路与应付税款法下
是一致的。 
（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得税的计算为：企业在计算确定当期所得税费用和应
交所得税的基础上即在按照应付税款法下计算出来的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得税的基础上，再根据资产
负债表相关数据确认递延所得税。然后将两者之和确认为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即：所
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计入当期损益的所得税费用（或收益）不包括企业合并和直接
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所得税影响。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
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 
三、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一）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的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
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如果有关的经济利益不纳税，则资产的计税基础即为其账面价值。 
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其计税基础一般为取得成本，即企业为取得某项资产支付的成本在未来期间准予
税前扣除。在资产持续持有的过程中，其计税基础是指资产的取得成本减去以前期间按照税法规定已
经税前扣除的金额后的余额，该余额代表的是按照税法规定，就涉及的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仍然可
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资产的计税基础＝取得成本－以前期间按税法规定已税前扣除的金额 或＝未来期间按税法可以税前扣
除的金额 
1.税法的折旧（摊销）方法、年限、净残值等与会计不同 
2.减值（跌价）准备：税法不承认 
3.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税法不认可公允价值的变动 
（二）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
额。 
负债的计税基础＝负债的账面价值－未来期间税法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 
大部分的负债，其账面价值等于计税基础。比如企业购买材料确认了200万元的应付账款，则应付账款
的账面价值为200万元，计税基础＝200－未来期间税法允许扣除的金额0＝账面价值。但是，某些情况
下，负债的确认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损益，进而影响不同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使得其计税基础与账面
价值之间产生差额。 
1. 预计负债 
例：假定某企业计提的保修费用为800万元。 
负债的账面价值＝800万元 



负债的计税基础=800万－800万＝0（税法允许在保修费用实际发生时扣除）账面价值＞计税基础 
2. 预收账款 
例：假定某企业预收账款2000万元。税法认定收入已经实现。 
负债的账面价值＝2000万元 
负债的计税基础=2000万元－2000万元＝0（税法在会计上确认收入时允许税前扣除）账面价值＞计税
基础 
四、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应税金
额的暂时性差异。该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会增加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即在未来期间不考虑
该事项影响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由于该暂时性差异的转回，会进一步增加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
得额和应交所得税金额。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或是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时，会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导致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产生。 
 （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可抵扣
金额的暂时性差异。该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会减少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未来期间的应交
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或是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时，会产生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发生。 总之，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
税基础时，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
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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