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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阐述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涵义的基础上，从所得税会计的目标比较、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

间差异的分类、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会计处理方法选择三方面对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进行了比较，并

在充分考虑当前我国会计环境的基础上，给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选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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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比较研究

一、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的涵义

收入费用观是指直接根据收入和费用来确认与计量企业

收益，其认为收益是收入与费用直接配比所得出的结果，这种

计量收益的方法又被称为利润表法。它主张以交易为核心，强

调收益的确定要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历史成本原

则和稳健性原则。收入费用观认为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利润表

是核心，资产负债表则是对利润表的补充和附属。

资产负债观直接从资产和负债的角度来确认与计量企业

收益，其认为收益是企业期初净资产和期末净资产比较的结

果，这种计量收益的方法又称为资产负债表法。该方法强调经

济交易的实质，它要求在交易发生时必须先弄清因该项交易

产生的相关资产和负债或者该项交易对相关资产和负债所造

成的影响，然后再根据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确认和计量企业

收益。资产负债观认为收益的实质是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净

资产的增加，它要求尽可能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般不主

张采用历史成本原则；在财务报告体系中，强调资产负债表的

核心地位，认为利润表仅仅是资产负债表的附表，只是对资产

负债表所确定的总括收益的一个详细说明。

简而言之，资产负债观根据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来计量收

益；而收入费用观则先计算收益，然后再采用适当的方法将其

分摊到相应的资产和负债中去。

二、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下所得税会计方面的差异

1. 所得税会计的目标比较。
（1）资产负债观。财务会计对资产和负债的确认，意味着

企业预期将按账面金额收回或偿还该项资产或负债。如果按

账面金额收回或清偿，很可能使未来税款支付额较大或较小。

IAS12要求，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企业应及时确认一项递延所
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

修订后的 IAS12向资产负债观转变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要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资产和负债未来将为企业带来

的实际收益。IAS12要求企业采用与核算交易和其他事项一
致的方法核算其纳税后果，因此对于在利润表中确认的交易

和事项，任何相关的纳税影响也都必须在利润表中确认；对直

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和其他事项，任何相关的纳税

事项也应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同样，在企业合并中，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会影响企业合并产生的

商誉或负商誉的金额。这说明如果某一交易或事项发生以后，

其结果仅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项目而未影响利润表中的项

目，则在计算应税所得时不应该将该交易或事项作为会计利

润的调整事项。

（2）收入费用观。我国会计制度没有明确规定所得税会计
的目标，只是规定要对税法与会计之间的差异进行会计处理。

FRS19规定的所得税会计的目标突出“过去交易或事项”，明
确强调了实现原则，倾向于收入费用观。

2. 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分类。资产负债
观与收入费用观在所得税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主要体现在税

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分类问题上，它也是所得

税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关键问题，同时也是据以选择所得税会

计方法的基本前提。在这一重大会计问题上的政策取向直接

关系到会计准则的制定理念。

按照收入费用观制定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从收入与费用

的直接配比角度出发，将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

异划分为永久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而资产负债观则是着眼

于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企业未来经济利益的

影响，从资产与负债的确认出发，以暂时性差异这一概念来替

代时间性差异的概念。所有的时间性差异都是暂时性差异，但

并非所有的暂时性差异都是时间性差异。

3. 对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会计处理方法
的选择。目前共有四种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我们选择，分

别是应付税款法、递延法、利润表债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其中，前三种是收入费用观下较常采用的方法，而只有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才是资产负债观下的选择。

（1）资产负债观。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不同于我国会计制度
中规定的债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秉持资产负债观，所得税

费用的计算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出

发，通过倒轧计算得出。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事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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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纳税影响的情况下，简单说，一定时期的所得税费用与当

期应交所得税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期末递延所得税负
债原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原（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原期初递延
所得税资产）

（2）收入费用观。《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具
体情况，采用应付税款法或者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核

算。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企业，可以具体选择递延法或者利

润表债务法进行核算。递延法和利润表债务法的区别主要在

于当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是否需要作相应的调整：前者不

需要作调整，而后者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第一，应付税款法是指企业不确认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

的影响，按照当期计算的应交所得税确认所得税费用的方法。

在这种方法下，一定期间的所得税费用等于当期应交所得税，

用计算等式表示为：

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
第二，递延法。在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不需要对原已

确认的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进行调整，但是在转回

时间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时，应当按照原所得税税率计

算转回。这里存在下列计算等式：

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由本期的时间性差
异产生的递延税款贷项金额原由本期的时间性差异产生的递
延税款借项金额+本期转回的前期确认的递延税款借项金
额原本期转回的前期确认的递延税款贷项金额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认为，只要资产和负债的会计核算符

合真实、公允原则，有关所得税费用的会计信息自然真实可

靠。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与利润表债务法存在根本差异：前者强

调暂时性差异及其影响，符合资产负债观的要求；后者强调时

间性差异及其影响，是收入费用观在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中

的具体表现。

三、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影响之下的会计准则制定

理念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会计环境的不断变化，会

计必然要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创新，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进而

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互动循环效应。为此，从注

重资产的真实性、可靠性以便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的角度出发，1998年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要求计
提四项资产减值准备，2001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要
求全面计提八项资产减值准备以确认未实现损益，这时我国

的会计制度制定理念也开始部分表现为资产负债观。

从影响会计信息提供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分析，我国外汇

市场和资本市场都还没有完全开放；对于利率和汇率，我国也

都没有完全放开。我国还没有完全实行浮动利率这一机制，而

且对于某些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的取得也存在较大困难。

我国现行税法中缺乏对“计税基础”的相关规定，这使得我国

所得税会计核算较难提供反映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账面

价值之间的暂时性差异的信息。同样，我国当前衍生金融工具

市场仍不是很成熟，社会保障体制建立也才刚刚起步，与企业

相关的养老金市场还有待完善，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会计信息的提供，从而也就使得我国当前会计准则的制定理

念不可能完全是资产负债观。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不断变化的会计环境，充分吸取会计

及会计准则发展历程中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取向变迁的

诸多有益经验，积极地向资产负债观靠拢，将其作为新时期我

国会计准则制定与完善的新的指导理念，加快我国会计准则

国际趋同的进程。

四、结论

从理论上讲，与收入费用观相比，资产负债观更能反映出

会计的本质，更加适应现代经济环境。所得税会计准则对会计

核算方法的选择，体现出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之间的差

异。所得税会计准则是对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这两种不

同的会计准则制定理念的典型体现，将以资产负债观作为准

则制定理念的所得税会计准则与以收入费用观作为准则制定

理念的所得税会计准则进行比较，可揭示出这两种准则制定

理念的差异。

资产负债观和收入费用观在所得税会计目标、税前会计

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差异的分类以及对差异的会计处理方法

选择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资产负债观下所得税会计的首要目标是确认并计

量会计与税法差异对企业未来经济利益流入或流出带来的影

响；而收入费用观则强调过去交易或事项，强调实现原则。

第二，资产负债观下产生暂时性差异，而收入费用观下划

分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

第三，资产负债观要求只能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

所得税会计核算，而收入费用观则允许采用利润表债务法、递

延法或应付税款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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