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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所得税会计准则中计税基础和暂时性差异理解难度大、不容易掌握这一情况，从税法的视角来解析

计税基础和暂时性差异，以便帮助大家准确把握计税基础的内涵、快速确认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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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计税基础和暂时性差异解析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以下简称“所得税

准则”）是从资产负债表出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

资产、负债按照会计准则确定的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规定确

定的计税基础，对两者之间的差异分别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与递延所

得税资产，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每一会计期间利润表中的所得

税费用。因此，所得税会计核算的关键在于对计税基础的确

认，在于对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确认。笔

者发现，目前很多教材在介绍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时都照搬

所得税准则中的规定。而所得税准则仅就资产、负债计税基础

的计算方法介绍了相应的计算公式，并未对资产、负债计税基

础的内涵做出充分的解释和说明。这就使很多人在学习所得

税会计时不能理解和把握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不能正确判

定暂时性差异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还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所得税准则强调“在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时，应严格遵

循税收法规中对于资产的税务处理以及可税前扣除的费用等

的规定进行”。因此，我们可以从税法的视角来认识资产、负债

的计税基础，从未来期间纳税的角度来确认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一、从税法的视角理解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为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可以税

前扣除的金额。从税收的角度考虑，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假定企

业按照税法规定进行核算所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应有

金额。从税法的视角看，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其实是税法所

认可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负债等项目的未来价值。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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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税经济利益

中抵扣的金额。从纳税的角度看，资产在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

定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会相应减少企业未来

期间的经济利益流出即应交所得税额。因此，这一按照税法规

定可以在未来税前列支的金额就是从税法的角度所体现的资

产的未来价值———资产的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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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

把负债的账面价值从税法的角度分为两部分（即未来可税前

列支的金额、未来不可税前列支的金额），那么负债的计税基

础就可以表述为在未来期间清偿负债时税法规定不允许企业

税前扣除的金额。从纳税的角度看，税法规定不允许企业税前

扣除的金额会相应增加企业未来期间的经济利益流出即应交

所得税额。因此，这一按照税法规定未来不可税前扣除的金额

就是从税法的角度所体现的负债的未来价值———负债的计税

基础。

二、资产的计税基础及相应暂时性差异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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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

有期间，其计税基础则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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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后的余额，此余额表示依据税法

规定，该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仍然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资产的计税基础越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某一资产负
债表日的计税基础越成本原以前期间已税前列支的金额。

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意味着未来该项资产

预计经济利益流入时，等于其计税基础的这部分经济利益不

用纳税，但超过其计税基础的这部分经济利益要纳税，未来应

税所得增加。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意味着未来该

项资产预计经济利益流入时，不仅该项经济利益无需纳税，且

还可抵扣未来一部分应税所得。

例 员：A企业于 2007年 12月 1日取得的某项固定资产，
原价为 750万元，使用年限为 10年，会计上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折旧，净残值为零。税法规定该类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

法计提的折旧可以税前扣除，该企业在计税时采用双倍余额

递减法计提折旧，净残值为零。2009年 12月 31日，企业估计
该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550万元。

分析：2009年 12月 31日，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越
750原75伊2越600（万元），该账面净值大于其可收回金额 550万
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应计提 50 万元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09年 12月 31日，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越750原75伊2-
50越550（万元）。2009年 12月 31日，计税基础越750原750伊20%
原600伊20%越4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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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意味着未来该项资产预计经

济利益流入企业 550万元时，有 480万元可以从应税经济利
益中抵扣，未来应税所得额增加 70万元，应确认 70万元的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

例 2：B企业于 2008年年末以 750万元购入一项生产用
固定资产，按照该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情况，B企业在会计
核算时估计其使用寿命为 5 年。计税时，按照适用税法规定，
其最低折旧年限为 10年，该企业计税时按照 10年计算确定
可税前扣除的折旧额。假定会计与税法均按年限平均法计提

折旧，净残值均为零。2009年该项固定资产按照 12个月计提
折旧。假定固定资产未发生减值。

分析：该项固定资产在 2009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越
750原750衣5越600（万元）；该项固定资产在 2009年 12月 31日
的计税基础越750原750衣10越675（万元）。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意味着未来该项资产预计经济

利益 600万元流入企业时，有 675万元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
中抵扣，不仅该项经济利益无需纳税，且还可抵扣未来应税所

得 75万元，应确认 75万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例 3：2009年 10月 20日，甲公司自公开市场取得一项权

益性投资，支付价款 2 000万元，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
2009年 12月 31日，该投资的市价为 2 200万元。
分析：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期末市价为 2 200万元，

2009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账面价值为 2 200万元。因税法规定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其在 2009年资产负债表日的计税基础应维持原取得成
本不变，为 2 000万元。

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意味着未来该项交易性金融资

产预计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2 200万元时，有 2 000万元可以从
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未来应税所得额增加 200万元，应确认
200万元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例 4：A公司 2009年购入原材料成本为 5 000万元，因部
分生产线停工，当年未领用任何原材料，2009年资产负债表
日估计该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为 4 000万元。假定该原材料
在 2009年的期初余额为零。

分析：该项原材料因期末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应计提的

存货跌价准备越5 000原4 000越1 000（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后，该项原材料的账面价值为 4 000万元。该项原材料的计
税基础不会因存货跌价准备的提取而发生变化，其计税基础

为 5 000万元不变。
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意味着未来该项资产预计经济

利益 4 000万元流入企业时，有 5 000万元可以从应税经济利
益中抵扣，不仅该项经济利益无需纳税，且还可抵扣未来应税

所得 1 000万元，应确认 1 000万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三、负债的计税基础及相应暂时性差异的确认

负债的账面价值从税法的视角可分为两部分：淤未来可
税前列支的金额；于未来不可税前列支的金额。负债在未来清
偿时，依据税法规定其账面价值中不予抵扣的这部分金额才

是税法意义上的负债，即负债的计税基础。因此，在所得税会

计实务中不会出现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的情况。

如果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存在暂时性差异，必

定是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导致的，且是税法允许税前列支

的金额，这部分金额会减少企业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即

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例 5：甲企业 2009年因销售产品承诺提供 3年的保修服
务，在当年利润表中确认了 500万元的销售费用，同时确认预
计负债 500万元，当年未发生任何保修支出。按照税法规定，
与产品售后服务相关的费用在实际发生时允许税前扣除。

分析：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

定，企业应将预计提供售后服务发生的支出在销售当期确认

为费用，同时确认预计负债。如果税法规定，有关的支出应于

发生时税前扣除，由于该类事项产生的预计负债在期末的计

税基础未来期间负债清偿时不可税前扣除的金额，因有关的

支出实际发生时可全部税前扣除，其计税基础为 0。
该项预计负债在甲企业 2009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

中的账面价值为 500万元。该项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越未来
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不能抵扣的金额=0。
该项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 500万元暂时
性差异，会减少企业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即为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例 6：A公司于 2009年 12月 20日自客户收到一笔合同
预付款，金额为 2 500万元，作为预收账款核算。按照税法规
定，该款项应计入取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交纳所得税。

分析：该预收账款在 A公司 2009年 12月 31日资产负
债表中的账面价值为 2 500万元。该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越未
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不能列支的金额=
0。该项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 2 500万元
暂时性差异，会减少企业于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即为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

例 7：A公司 2009 年 12月因违反当地有关环保法规的
规定，接到环保部门的处罚通知，要求其支付罚款 500万元。
税法规定，企业因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支付的罚款和滞纳

金，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允许税前扣除。至 2009年 12月
31日，该项罚款尚未支付。

分析：应支付罚款产生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500万元。税法
规定，罚款和滞纳金不得税前扣除。该项负债的计税基础越账
面价值（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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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越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
法规定不能抵扣的金额越500（万元）。

该项负债的账面价值 500万元与其计税基础 500万元相
同，不形成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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