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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衣1.17伊0.2）转入在建工程和以后的固定资产价值中，并

且在企业未来 20年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这样，该固定资产的计

税基础为 3 010万元（3 000垣40原30），按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

此时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将产生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10万元（3 010原3 000）。假设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为25%，

每年的利润总额都为 1 000万元，那么当年记入“递延所得税

资产”科目借方的金额为 2.5万元（10伊25%）。假设没有其他

所得税会计差异，该笔视同销售业务应调增应税收入 40万

元，同时增加可在税前扣除的成本 30万元，2008年的应纳税

所得额应为 1 010万元（1 000垣40原30），记入“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科目贷方的金额为 252.5万元（1 010伊25%），记

入“所得税费用”科目的金额为 250万元（252.5原2.5）。

2008年年末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 250

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2.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 252.5万元。

在以后的 20年中，假设每年都没有其他所得税会计差

异。在会计上，上述固定资产每年的折旧额为 150万元（3 000衣

20）；税法上，每年可以按 150.5万元（3 010衣20）计算折旧并

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这样每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999.5

万元（1 000-150.5+150），每年，记入“应交税费”科目贷方的

金额为 249.875万元（999.5伊25%）。因为会计和税法上每年折

旧额的不同，使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在

逐渐减少，每年减少的差异为 0.5 万元（100.5原100），每年应

冲减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为 0.125万元（0.5伊25%）。20年

中每年末的会计处理如下：借：所得税费用 250万元；贷：递延

所得税资产 0.125万元，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9.875万

元。当办公楼使用期届满时，暂时性差异全部转回，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账面价值为零。茵

《财会月刊》（会计）2008年第 11期刊登了郑丹丹同志的

《浅议住房公积金的会计核算》一文（简称“郑文”）。郑文指

出，现行会计准则没有对住房公积金的核算做出详细规定，因

此实务中出现了两种处理方法。以某公司支付给管理部门职

工 A1 000元工资为例，对住房公积金的两种处理方法如下表

列示。

郑文肯定了上述第一种方法。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方法各

有尚待商榷之处。

1援 笔者认为，“支付工资时代扣的个人负担部分”的会计

分录，郑文所列举的第二种方法确实不妥，但不妥的原因关键

不在于如郑文中所指出的“是否符合会计主体定义”的问题。

其实在会计实务中第二种方法一般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存

在问题的，但这种问题郑文并未明确指出。企业进行工资分配

计入成本费用时，必须按照应发工资全额分配，不应按照实发

工资进行分配。否则从“应付职工薪酬———工资”会计账簿中

分析不出应发工资发生额，而应发工资发生额正是税务部门

检查企业所得税前列支账目重点核对的地方。

2援 从职工工资中代扣的个人负担的住房公积金部分，到

底是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交公积金”科目还是贷记“应付

职工薪酬———应交公积金”科目，这种争议在会计实务中确实

是客观存在的。郑丹丹同志认为，从个人工资中扣发的住房公

积金应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交公积金”科目，而不是贷记

“应付职工薪酬———应交公积金”科目。增加住房公积金时，对

个人负担的部分代扣时贷记“其他应付款———应交公积金”科

目，对企业承担的部分提取时贷记“应付职工薪酬———应交公

积金”科目。

虽然会计准则未予明确，但笔者更倾向于贷记“应付职

工薪酬———应交公积金”科目，理由如下：淤会计准则明确规

定，“应付职工薪酬”科目的核算内容包括企业应交的住房公

积金，但并未明确“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只核算企业承担的部

分，并未以明确或暗示的方式禁止核算包括个人负担的部分。

于会计准则明确规定，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应当为职工缴

存的住房公积金，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同时明确规定，“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

业应付未付的职工薪酬。因此，“应付未付的职工薪酬”应为

“应付未付的（全部）职工薪酬”，而非“应付未付的（企业承担

的部分）职工薪酬”。盂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明确规定，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借记“应付职工薪

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可见，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并未

规定借记“应付职工薪酬”等科目，未加“等”字表明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缴纳住房公积金只需借记“应付职工薪酬”一个科

目。榆其实在会计实务中企业交纳的住房公积金与当期增加

数不一定完全一致，有时并不确定其金额，待实际交纳时才

明确其金额，此时同时使用“其他应付款———应交公积金”和

“应付职工薪酬———应交公积金”两个科目，在会计核算上并

不方便。茵

摘 要 方 法 一 方 法 二

借院 应付职工薪酬要要要应交公
积金200元曰贷院银行存款200元遥

借院管理费用100元曰贷院应付职
工薪酬要要要应交公积金100元遥

借院管理费用100元袁应付职工薪
酬要要要工资900元曰贷院银行存款
900元袁 应付职工薪酬要要要应交
公积金100元遥
借院管理费用900元曰贷院应付职
工薪酬要要要工资900元遥

借院应付职工薪酬要要要应交公积金
100元袁 其他应付款要要要应交公积
金100元曰贷院银行存款200元遥

借院管理费用100元曰贷院应付职工
薪酬要要要应交公积金100元遥

借院 应付职工薪酬要要要工资1 000
元曰贷院银行存款900元袁其他应付
款要要要应交公积金100元 渊1 000伊
10%冤遥
借院管理费用1 000元曰贷院应付职
工薪酬要要要工资1 000元遥

交纳公积
金

单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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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资
时代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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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再议住房公积金的会计核算

—兼与郑丹丹同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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