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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收入金额及确认时点，由于会计

与税法上的处理不同，势必引起递延所得税的形成，本文对此

进行梳理和分析，力求能更好地诠释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的

所得税会计核算。

一、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会计处理

A公司于 2007年 12月 31日销售一大型设备，与客户签

订合同，规定分五年期于每年年末收取价款 200万元，共计应

收价款 1 000万元。按税法规定收取价款时，应同时收取增值

税税款，其适用增值税税率为 17%。如 A公司采用一次收款

销售，则现应收款 758万元。

1援 确认收入。假设上述业务满足收入确认条件，应收合

同价款 1 000万元的现值应是 758 万元，这 758 万元便是

应收合同价款 1 000万元的公允价值，会计上应以此确认收

入。合同价款与公允价值的差额应计入未实现融资收益。

2007年 12月 31日确认收入时做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应收款 1 000万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 758万元

未实现融资收益 242万元

2援 在合同期间内，按实际利率法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

应收合同价款比其公允价值（差额为 242万元）大，应按实际

利率法摊销。经计算此笔业务的实际利率为 10%［758=200伊

（P/A，10%，5）］。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见表 1。

2008年 12月 31日收款时做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234万元

贷：长期应收款 200万元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4万元

同时，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

借：未实现融资收益 75.8万元

贷：财务费用 75.8万元

以后各年会计处理同理。

从上述会计处理可以清晰地看出，分期收款销售业务在

会计上确认的收入实质上有两笔：一笔是销货收入 758万元，

另一笔是延期收款的利息收入 242 万元，总计会计收入为

1 000万元。

二、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理

此笔分期收款销售业务销售成立时在会计上确认了销货

收入 758万元，在以后 5 年分期确认了利息收入共计 242万

元，总计会计收入 1 000万元；而在税法上不认可上述时点的

会计收入，只有在按合同收取货款时才确认应税收入，即每年

确认 200万元，共计确认 1 000万元。

会计收入和应税收入总额相同，但由于确认时点不同产

生了暂时性差异。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要调整暂时性差异。

2007年，税法不认可会计收入 758万元，发生调减事项 758

万元，在随后的 5年内，随着长期应收款的不断收回，需确认

应税收入共计 1 000万元，发生调增事项共计 1 000万元，但

不认可会计上分期确认的未实现融资收益（利息收入）共计

242万元，又发生了调减事项 242万元。两项调整事项相抵

后，总计调增事项也是 758万元。由此可以看出，2007年形成

的 758万元的暂时性差异和随后 5年的差异转回是由“长期

应收款”和“未实现融资收益”两个资产项目共同作用而形成

的。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对分期收款销售业务进行所得税

会计核算时应分析这两个资产项目。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要点是分析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计算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金

额，并与期初金额相比，匹配出当期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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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未实现融资收益摊销表 单位院万元

注院最后一期倒挤小数尾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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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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即资产的计税

基础就是按税法规定未来期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针对上

述分期收款销售业务，在收回长期应收款 1 000万元的过程

中，既包含对销货收入 758 万元的收回，也包含对利息收入

242万元的收回，在收回账面价值时，按税法规定均应全额计

税，即按税法规定未来期间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0，因此，

长期应收款和未确认融资收益的计税基础均为 0。

假设 A公司 2007 耀 2012年每年会计利润均为 4 000 万

元，除此笔分期收款销售业务外，无其他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

差异，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递延所得税

和所得税费用的计算见表 2。

根据表 2的计算，2007年年末的 758万元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 189.5万元，做会计分录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810.5万元

———递延所得税费用 189.5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810.5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9.5万元

从 2008年年末开始，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逐年转回，做会

计分录如下：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 031.05万元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 031.05万元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31.05万元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31.05万元

以后各年会计处理同理。

根据表 2 的计算和相关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可以看出，

2007年年末分期收款销售业务在会计上确认收入 758万元

但在税法上不认可，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中由长期应收款和未

实现融资收益共同作用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758 万元

上，进而形成了递延所得税负债 189.5万元（其经济含义是未

来 5年期间内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将增加应纳税所得额和

应缴所得税，未来经济利益流出应确认一项负债）。

2007年匹配了递延所得税费用 189.5万元。随后 5年内，

随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转回，递延所得税负债不断转化为

企业所得税税款缴入国库，递延所得税费用则相继冲回了这

189.5万元，使得各期所得税费用均为 1 000万元，与各年的

会计利润 4 000万元实现了更好配比，体现了权责发生制原

则。同时，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更符合会

计上对资产、负债的界定，使会计报表的信息质量得到了进一

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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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定每期递延所得税和所得税费用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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