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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强调从暂时性差异着手来进行所

得税会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十

三条（简称“第十三条规定”）指出：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

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

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但是同

时具有以下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

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淤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

并；于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一、第十三条规定会导致的问题

本文认为第十三条规定在执行过程中会导致一些问

题，下面以无形资产摊销为例予以说明。

假设某企业 2008年末形成一项符合这一税收优惠

条件的无形资产，其入账价值为 900万元，其使用寿命为

三年且无残值。设其在未来的三年中每年会计利润均为

X且其大于 112.5万元。会计上应直线法摊销。按照现行

税法规定，则可以按照其成本的 150豫摊销。现行企业所

得税税率为 25豫，资产负债表日其账面价值为 900万元，

计税基础为 1 350万元（900伊150豫），则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为 450万元。由该事项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112.5

万元（450伊25豫）。那么，由于该项交易不是企业合并，且

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或可抵扣亏损），并且该项无形资产属于初始确认，因而

按照第十三条规定，该事项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5

万元不能予以确认。假设不存在其他所得税调整事项，这

样在随后的几年中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会计上每年

摊销额、税法上的摊销额等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但这么

计算会导致一些问题。

1援 违背基本准则的规定。按照第十三条规定，该事

项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5万元不能予以确认，随

后三年中就不存在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及所得税费用

的调整问题。但在 2008年末，该无形资产的确认的确会

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产生。因为该无形资产的确认导

致未来三年的加计 50豫的摊销，会导致将来每年少交所得税 37.5

万元（150伊25豫），三年合计为 112.5万元。它完全符合基本准则中

资产确认的标准，因此这一递延所得税资产就应该被确认和计量。

2援 违背权责发生制原则。按照第十三条规定，该事项导致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5万元不能予以确认，那么随后三年中就不

存在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及所得税费用的调整问题。但为保证

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而在 2009、2010、2011年每年只能确

认（X-150）伊25豫万元的所得税费用，又会违背权责发生制原则。

因为按照该企业的经济实质，由于每年会计利润均为 X，其随后三

年中实际发生的所得税费用应该是 25豫X万元。

3援 导致后续会计处理中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间不能平衡，勾

稽关系不明。如果在 2008年初始确认中没有确认该事项导致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那么在随后的三年中，由于每年会计利润均为 X，

所以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每年发生的所得税费用应该为 25豫

X，每年的应交所得税为（X原150）伊25豫万元。为遵循权责发生制原

则，在 2009、2010、2011年每年强行确认 25豫X万元的所得税费

用，则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为：借：所得税费用 25豫X 万元；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X-150）伊25豫万元。二者之间无法平衡，

并且还导致应交所得税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的金额为（X-

150）伊25豫万元，而所得税费用反映在利润表中的金额为 X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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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第十三条规定存在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应该对由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予以确认，并建议通过设置相应科目进行会计处理，以真实反映该类事项的经济实质。

【关键词】未实现税收优惠收益 已实现税收优惠收益 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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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年初账面价值

于本年摊销渊按会计规定冤

盂年末渊资产负债表日冤账面价值

榆本年摊销渊按税法规定冤

虞年末渊资产负债表日冤计税基础

愚年末渊资产负债表日冤暂时性差异

舆本年税前会计利润

余本年应交所得税

俞本年所得税费用

2008年

-

-

900

-

1 350

-450

X

25豫X

25豫X

2009年

900

300

600

450

900

-300

X

（X-150）
伊25豫

（X-150）
伊25豫

2010年

600

300

300

450

450

-150

X

（X-150）
伊25豫

（X-150）
伊25豫

2011年

300

300

0

450

0

0

X

（X-150）
伊25豫

（X-150）
伊25豫

表 1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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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间也无法平衡。这导致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间不能平衡，勾

稽不明。

二、对策建议及会计处理

1援 对本例所涉及的无形资产初始确认时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予以确认。在此前提下，前例会计处理中相关资料如表 2所示。

由于要确认因该项无形资产初始确认所导致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那么 2008年的资产负债表中，应确认 112.5万元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随后的三年中每年的所得税会计处理则为：借：所得税费

用 25豫X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X-150）伊

25豫万元，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伊25豫万元。可以看出，如

果这样处理，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间就取得了平衡，并且

完全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原则。

2援 设置“未实现税收优惠收益”科目。在 2008年的

会计处理中，还有确认的 112.5万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对应科目的问题。它应该对应哪个科目呢？本文认为可

以将其归入“未实现税收优惠收益”科目。其会计处理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12.5万元；贷：未实现税收优惠收

益 112.5万元。通过设置这一科目，2008年的资产负债表

与利润表间也就取得了平衡，且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

3援 设置“已实现税收优惠收益”科目，分期对未实现

税收优惠收益进行确认。针对这一会计处理，随后三年每

年的会计分录可以为：借：未实现税收优惠收益 37.5万

元；贷：已实现税收优惠收益 37.5万元。将前期未实现税

收优惠收益转入当期已实现税收优惠收益。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未实现税收优惠收益与已实现税收优惠收益均

是税后收益，所以在利润表中应单列项目反映，不能混在

税前收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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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业务审计风险分析是借助于与进出口相关的风险

信息，在对原始的风险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的基础上，根据各

种风险要素的特征，采取一定的方法进行分析，以形成对某一

具体风险形态的抽象概括, 发现进出口业务变化的规律和趋

势，为审计人员确定重点敏感商品、寻找审计线索提供依据的

方法。

一、风险源的分析

一般来说，相关因素的不确定性是产生审计风险的根源。

但各种相关因素的不确定性给审计带来风险的程度是大不相

同的，敏感性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对审计风险的影响更大些。

风险的产生往往与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有关，进出口业务审

计中的风险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资信。企业资信状况直接决定了审计的风险。例

如，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生产经营管理有序的企业，其在

进出口活动中存在的足以造成国家政治经济损失的偶然事故

发生的概率较低。

2. 市场需求。市场需求状况也是审计风险影响因素之

一，如价格差异（包括国内外价格差异、同品名不同规格型号

价格差异、不同原产地价格差异等）、汇率波动、市场供求变化

等都会影响企业的行为。

试析进出口业务审计风险分析方法的运用

陈苏明

渊上海海关学院 上海 201204冤

【摘要】审计资源的相对匮乏与日益增长的进出口业务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审计在保障进出口业务的真实性与合

法性方面越来越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集中审计资源关注高风险领域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式。本文在确定进出口业务

风险要素的基础上对进出口业务审计风险分析方法的运用进行探索，为进出口业务的审计提供借鉴。

【关键词】进出口业务 风险源 风险要素 审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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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本年摊销渊按税法规定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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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本年税前会计利润

余本年应交所得税

俞本年所得税费用

逾递延所得税资产

2008年

-

-

900

-

1 350

-450

X

25豫X

25豫X

450伊25豫

2009年

900

300

600

450

900

-300

X

（X-150）
伊25豫

25豫X

300伊25豫

2010年

600

300

300

450

450

-150

X

（X-150）
伊25豫

25豫X

150伊25豫

2011年

300

300

0

450

0

0

X

（X-150）
伊25豫

25豫X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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