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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角度看递延所得税

1. 确定账面价值。账面价值，是站在会计角度来看

的，按照会计准则确定。

例1：企业2012年12月取得一项固定资产（假设管理

用），原值12万元，会计上折旧年限6年，净残值为0，以直

线法折旧。2008年度，计提折旧2万元，另计提减值准备1
万元，则2013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账面价值=12（原值）-2（折旧）-1（减值）=9（万元）

因为，计提折旧时：借：管理费用 2；贷：累计折旧 2。
计提减值准备时：借：资产减值损失——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1；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
2. 确定计税基础。计税基础是站在税法角度的数据。

例2：承例1，税法规定该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为12
年，净残值为 0，直线法提折旧。另外，税法规定企业按照

会计准则计提的减值准备在资产发生实质性损失前不允

许税前扣除。请问，2013年 12月 31日该固定资产的计税

基础为多少？

计税基础=12-1=11（万元）

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的差异，怎么处理呢？

3. 确定暂时性差异。比较和分析以上两例，现在账面

价值 9万元，计税基础 11万元，意味着从会计角度看，将

来能计到费用中的是9万元，税法上允许计到费用中的是

11万元，这说明，将来企业可以少缴纳0.5万元（2×25%）的
税。这2万元的差异，是能抵将来应纳所得税的，故称作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即：当资产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时，

差异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4. 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

得税。将来可以少纳税 0.5万元，这是减少将来经济利益

的流出，所以，称此0.5万元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即将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对应的税款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反之，当资产的账面价值＞计税基础时，差异为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对应的税款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二、负债角度看递延所得税

1. 确定账面价值。

例 3：企业 2013年因销售产品提供三年的保修服务，

为此确认了30万元的预计负债。2013年未发生保修费用。

请问，该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答案是30万元。因为，预计时：借：销售费用30；贷：预

计负债——产品质量保证30。
2. 确定计税基础。

例4：承例3，请确认该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定

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30-30=0。
因为税法规定与产品保修相关的支出在未来期间实

际发生时才允许税前扣除，即从税法角度来看，现在不确

认预计负债，将来实际发生时直接确认即可。

3. 确定暂时性差异。以上两例（例 3和例 4）中账面价

值30万元＞计税基础0，差额30万元。会计上认为现在可

抵扣 30万元，税法上认为现在可抵扣 0万元。所以，会计

上抵扣多了，得调增回来。但在将来，会计上认为因现在

抵扣了，将来不可以抵扣，但税法上认为现在不能抵扣，

待将来实际发生时可以抵扣。所以将来可以少纳税。这种

差异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即：当负债的账面价值＞计税

基础时，差异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4. 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

得税。对应的 30×25%=7.5（万元），表示将来可以少纳税

7.5万元，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反之，当负债的账面价

值＜计税基础时，差异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对应税确认

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三、全角度看递延所得税

1. 确定“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例5：企业2008年12月31日购入价值1 500万元的管

现行会计准则下所得税会计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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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该方法下，如何进行所得税会计的账

务处理呢？本文通过举例对所得税会计的相关概念、基本原理与账务处理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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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用设备，预计使用年限 5年，无残值，会计采用 5年期

限，直线法折旧。税法规定用3年期限直线法计提折旧。所

得税税率25%。

会计折旧：1 500÷5=300（万元/年）

税法折旧：1500÷3=500（万元/年）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比较，如表1所示：

假设企业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递延所得税负

债账户均无余额。

（1）2009年末，应有递延所得税负债50万元。借：所得

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5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0。
（2）2010年末，应有递延所得税负债100万元，原已有

50万元，所以：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0。

（3）2011年末，应有递延所得税负债150万元，原已有

贷方100万元，所以：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50。
（4）2012年末，应有递延所得税负债 75万元，原有贷

方150万元，所以：借：递延所得税负债75；贷：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75。
（5）2013年末，应有递延所得税负债为0，原有贷方75

万元，所以：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75；贷：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75。
2. 确定“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例6：承例5，假设2009 ~ 2013年间每年的税前利润总

额均为1 000万元，请确定每年的应交所得税及利润表中的

所得税费用中按照税法计算真正属于当期的费用部分。

（1）2009年末。应交所得税：（1 000-200）×25%=200
（万元）。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00；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00。
（2）2010年末。应交所得税：（1 000-200）×25%=200

（万元）。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00；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00。
（3）2011年末。应交所得税：（1 000-200）×25%=200

（万元）。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00；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00。
（4）2012年末。应交所得税：（1 000+300）×25%=325

（万元）。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25；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325。
（5）2013年末。应交所得税：（1 000+300）×25%=325

（万元）。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25；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325。
3. 确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1）2009 年末：200（当期）+50（递延所得税负债增

加）=250（万元）。从账务处理角度来分析，也可免去上述

两项分开处理，换为直接合在一起。借：所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费用200、——递延所得税费用50；贷：应交税

费——应交所得税200，递延所得税负债50。
（2）2010 年末：200（当期）+50（递延所得税负债增

加）=250（万元）。

（3）2011 年末：200（当期）+50（递延所得税负债增

加）=250（万元）。

（4）2012 年末：325（当期）-75（递延所得税负债减

少）=250（万元）。

从账务处理角度来分析，也可免去上述两项分开处

理，换为直接合在一起。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

费用325，递延所得税负债50；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325，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50。
（5）2013 年末：325（当期）-75（递延所得税负债减

少）=250（万元）。

整体的五年的会计处理，数据表格列示如表2所示：

递延所得税资产角度的处理，就将述业务中会计和

税法的折旧政策互换一下即可体验，在此不再赘述。

总之，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递

延所得税费用。其中，当期所得税费用=应纳税所得额×税

率。递延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递延所得

税负债的减少-（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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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取得时

2009年末

2010年末

2011年末

2012年末

2013年末

账面
价值

1 500

1 200

900

600

300

0

计税
基础

1 500

1 000

500

0

0

0

暂时性
差异

应200

应400

应600

应300

0

递延所得税
（负债）余额

递负50

递负100

递负150

递负75

0

递延所得税
××变动趋势

增50

增50

增50

减75

减75

表 1 递延所得税计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年份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利润表中的
所得税费用

250

250

250

250

250

应交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费用）

200

200

200

325

325

递延所得
税负债

增50

增50

增50

减75

增75

表 2 所得税费用构成表 金额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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