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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中旬

暂时性差异的调整涉及项目较多，时间跨度较大，每次调

整的金额也不相同，所以工作量较大。随着会计人员的调动和

时间的推移，很多企业在办理所得税申报过程中发生了应该

抵扣却没有抵扣、应该补缴却没有补缴所得税的情况。为了防

止这些情况的出现，有些企业采用手工登记备查簿的形式对

暂时性差异项目进行管理。在实际工作中，这项任务一般由财

务骨干来完成，备查簿单独进行保管，导致这项工作并没有依

靠财务部门的集体力量来完成，难以得到其他财务人员的监

督，而且也不利于财务人员之间的合理分工，在办理所得税申

报过程中仍然会出现遗漏现象，因此很多企业并没有采用这

种方法。笔者根据会计软件中的辅助核算功能，提出了一种新

的解决思路，以供会计同仁们参考。

一、方案设计

1援 设计目标。为了加强对暂时性差异项目的管理，确保

企业在办理所得税申报过程中不出现遗漏，我们要求企业对

于能够事先确定的暂时性差异，必须在账簿中反映每年其对

所得税的影响；对于临时出现的暂时性差异，如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对当期利润的影响，应在发生当期予以登记入账，以便今

后进行转销，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要在账簿中能够得

到相互印证。这样，通过账簿就可以详细了解各项暂时性差异

的发生和转销情况，处理过程也可以得到相关财务人员的监

督，确保数据正确可靠。此外，账簿中的记录还可以提醒企业

财务人员哪些项目在什么时候应该进行所得税纳税调整，从

而有效避免遗漏现象的发生。

2援 设计思路。根据设计目标，我们必须将事先可以确定

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全部登记入账，但是这些暂时

性差异毕竟尚未发生，将其登记入账并不符合会计确认的基

本要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企业应在“所得税调整”科目下设

置“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备抵”明细科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两个明细科目的余额

合计与“备抵”明细科目的余额相等，但借贷方向相反，因此

“所得税调整”一级账户的余额必然等于零，这样处理的结果

使得尚未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能够顺利登记入

账。为了反映每项暂时性差异各个年度的纳税调整情况，我们

可以按资产、负债取得和存续的时间设置三级明细科目，详见

下表所列科目名称：

为了区分不同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我们将上述

科目的辅助核算定义为项目核算，将产生暂时性差异的资产、

负债作为一个项目，通过查询项目账可以了解每一项暂时性

差异的发生或转销情况。为了便于核对，一级账户“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余额和“所得税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要相等，一级账户“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与“所得税调

整———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也必须相等。

二、账务处理

1援 能够事先确定的暂时性差异。对于能够事先确定的暂

时性差异，其对所得税的影响应预先计提入账。由于是暂时性

差异，因此对所得税的影响计提入账后，“所得税调整”账户余

额依然为零，但是“所得税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和“所得

税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详细反映了每个年度发生

或转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为了更好地理

解“所得税调整”各个明细账的余额和发生额的含义，事先计

利用辅助核算加强对暂时性差异的管理

申屠新飞

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温州 325035冤

【摘要】本文根据会计软件中的辅助核算功能提出了新的调整暂时性差异的解决思路，以期对实务工作者有所启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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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所得税调整

递延所得税资产

取得当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二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三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四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五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六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处置时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负债

取得当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二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三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四年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处置时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外币币种 辅助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项目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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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时应按实际发生时的方向登记入账，实际发生并办理纳税

调整手续时按反方向登记入账，从而自动抵销。尚未抵销的余

额就是未来需要办理纳税调整的事项对所得税的影响，余额

的方向就是将来办理纳税调整时记入“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递延所得税负债”等一级科目的方向。

2援 不能够事先确定的暂时性差异。比较典型的不能够事

先确定的暂时性差异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权益法下的投资

收益等。这类暂时性差异不仅发生时间不能确定，转销时间也

不能确定，因此更有必要在账簿上进行反映，随时提醒财务人

员关注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由于不能事先确定，因此

不进行预先计提，而是在实际发生时才确认暂时性差异对所

得税的影响。

（1）购入资产时的处理。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交

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的投资收益，但是税法将上述费用视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不作为当期费用，该项差异对所得税的

影响应作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记入“递延所得税资产”账

户。为了提醒财务人员在办理购入资产当年年度和将来处置

该资产年度所得税申报时及时进行纳税调整，企业应编制如

下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取得

时发生的暂时性差异；贷：所得税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

———处置时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2）取得资产当年年底的处理。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取得资产当年年底应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并计入当期

利润，但是税法并没有规定要确认上述收益，由此形成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应记入“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

为了提醒财务人员在取得资产当年年度和将来处置该资产年

度办理所得税申报时及时进行纳税调整，假定不考虑其他因

素，企业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负

债；贷：递延所得税资产，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由于纳税

调整已经处理完毕，因此应结转“所得税调整”账户的余额，编

制如下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调整———备抵，所得税调整

———递延所得税资产———处置时发生的暂时性差异；贷：所得

税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处置时发生的暂时性差异。

这种账务处理方法的优点在于，未来期间应该进行纳税

调整的事项对所得税的影响可以全部登记入账，企业可通过查

阅该账簿，随时判断以前年度纳税调整过程中是否存在遗漏

现象，从而确保其及时纳税，不足之处是处理过程相对复杂。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6援北京院人

民出版社袁2007

窑61窑阴

一、部门预算执行绩效审计的实施背景

我国绩效审计的源头可以追溯至 20世纪 80年代初期，

当时我国审计部门仅仅是在开展财务审计的同时，进行了一

些经济效益审计的尝试。全国审计工作会议在 2002年首次提

出“要把财务收支审计与经济效益审计结合起来，促进提高经

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从查处严重损失浪费入手，积极探索

经济效益审计”，这标志着绩效审计实践的正式开展。国家审

计机关开始进行公共资金领域的经济效益审计探索，在审计

报告中注意披露和反映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

构因决策失误和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浪费以及国有资产的流

失等问题。

2003年，审计署制定并颁布了《审计署 2003至 2007 年

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了“实行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

审计与效益审计并重，逐年加大效益审计分量”的要求。随后，

2006年 9月审计署又颁布了《审计署 2006至 2010年审计工

作发展规划》，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效益审计，促进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效果，建

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2008年，审计署颁

布《审计署 2008至 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提出了渐进

式绩效审计改革规划，即“2009年建立起中央部门预算执行

绩效审计评价体系，2010年建立起财政绩效审计评价体系，

2012 年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绩效审计方法体

系”。因此，当前我国绩效审计工作战略规划可以理解为：以预

算执行绩效审计为先导，培育绩效审计文化，夯实改革基础，

部门预算执行绩效审计初探

吴 勋渊博士冤 张晓岚渊博士生导师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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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绩效审计对被审计单位履行职责过程中所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所实施的综合评价是非常重要

的。本文从部门预算执行绩效审计的实施背景出发，解析部门预算执行绩效审计的规则定位和绩效审计评价指标的初步构

建，以为我国绩效审计渐进式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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