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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弊端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张子辉

自从会计准则将所得税会计由利润表债务法改为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以来，学术界几乎都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大唱赞

歌，贬低利润表债务法。但是，笔者经过深入对比分析，发现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存在很大缺陷，不如利润表债务法优越。

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和净利润

不准确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强调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

产符合负债和资产的定义，运用“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垣

当期所得税”的公式推算当期所得税费用。这样推算出来的所

得税费用和会计利润总额不一定配比，从而计算出来的净利

润也不一定准确。而利润表债务法则相反，它强调所得税费用

符合收入和费用配比的要求，然后用“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

=所得税费用原应交所得税”的公式推算递延所得税资产（负

债）。这更符合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

所得税是对企业收益征收的税种，不是对资产或负债征

收的税种。所得税会计，顾名思义，是主要核算所得税费用和

应交所得税的会计，在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相等、不产生

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情况下，照样要核算所得税费用和

应交所得税，照样存在所得税会计。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只

是会计利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不相等时的产物。所以，所

得税会计应当将重点放在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得税的核算

上，而不应将重点放在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核算上。之所

以出现递延所得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和费用会计计算和

税法计算在时间上出现差异。正由于如此，才使资产或负债的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产生差异，从而出现所谓的“暂时性差

异”。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把重点放在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

核算上，反而把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得税放在无关紧要的位

置上，是主次颠倒。

从相关性上看，投资者最关心的是每股收益，每股收益对

股价的影响远大于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对股价的影响。每

股收益增减变动会使股价产生很大波动，递延所得税资产（负

债）的增减变动对股价没有太大的影响，所得税费用对每股收

益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影响到股价。所以，所得税会计应将重

点放在所得税费用的核算上，然后再推算递延税款。通常所得

税费用的金额比递延税款的金额大得多，根据重要性原则，应

该先确定所得税费用，然后再推算递延税款。

二、不涉及所得税费用和应纳所得税的事项不属于所得

税会计核算范围

主张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取代利润表债务法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有些业务，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等，不

会直接导致会计利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差异，却会导

致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之间产生差异。所得税是

收益税，不是资产税或负债税，所以只能以会计利润总额和应

纳税所得额是否一致来决定是否需要确认递延税款，不能以

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是否一致决定递延所得

税。像这类既不涉及所得税费用也不涉及应交所得税，不会导

致会计利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之间产生差异，仅仅导致资

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产生差异的事项，不属于所得

税会计的核算范围。

三、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

延所得税负债并不是真正的资产和负债

会计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而不采用利润表债务

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如果资产的账

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将来可以“少缴”所得税、“多得”税后

利润，符合“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的资产的定

义，所以可以把它确认为资产。笔者认为，会计学给资产下的

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不严密的，资产不仅要能在将来给企业带

来收益，而且应具有使用价值，还要能用于抵押、担保、偿债、

对外转让和对外投资等，设备、原材料、专利权都是这样的资

产。而所谓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既没有使用价值，也不能用于生

产经营，更不能用于借款抵押和偿债等，因此不应把它确认为

一项资产。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的差额实质上是这

个差额影响纳税的金额，只能作为递延税款借项列在资产负

债表左边。它导致未来“少缴”的所得税，是和将来相对较高的

所得税费用相对应的，实际缴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并没有

减少，从这一点上看，它也不是真正的资产。与其相似的还有

待摊费用和长期待摊费用。它们实际上也是由按权责发生制

确认和计量费用所导致的，虽然也列在资产负债表的左边，但

也不是真正的资产。笔者主张在资产负债表左边设立一个“非

资产借项”项目，将这些待摊、递延项目都列入其中，从而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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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所得税会计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和利润表债务法，指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存在的种种弊

端，并得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比利润表债务法在运用上更复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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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资产相区别。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的负债也不是真正的负债。真正

的负债不仅仅是“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

务”，而且要与一定的经济利益流入相对应，是由现时借入金

钱、物资或获得某种服务造成的。例如，应付账款的产生是由

于购买原材料，应付工资的产生是由于企业得到员工提供的

劳动，应交税金的产生是由于企业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而递延所得税负债不与任何现时经济利益流入相对应，因而

并不是真正的负债。虽然它会导致未来多缴纳所得税，但不过

是把现时的所得税推迟到将来缴纳，并没有增加要缴纳的所

得税总额，因此应作为递延所得税贷项列在资产负债表右边。

与其相似的还有预提费用。它实际上是由按权责发生制确认

和计量费用导致的，虽然也列在资产负债表的右边，但笔者认

为应将各种预提和递延“负债”都放在“非负债贷项”项目下，

以和真正的负债相区别。

由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定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

债）并不是真正的资产和负债，既不是筹资得到的，也不是购

置产生的，而是人为“做”出来的，为会计造假提供了机会。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税法和会计准则规定不一致的情况越来

越多，确认太多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将导致资产和负债被

虚计，容易对报表使用者造成误导。因此，对于那些不涉及利

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的事项就不需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负债）了。由利润总额和应纳税所得额不同产生的暂时性差

异应当确认，因为它涉及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所得税费用的问

题。但若金额较少，根据重要性原则，也可以采用应付税款法。

如果预计将来没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供转回，也应当采

用应付税款法。

四、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比利润表债务法更复杂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看似简单容易，实际上比利润表债务

法更难以理解，计算更复杂。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某企业拥有的某设备原值为 20万元，无残值。税法规

定折旧年限为 4年，会计上按 2年计提折旧。假设 4年间该企

业利润总额均为 100万元，所得税税率均为 25%。在第 1年，

因违反税法规定被罚滞纳金 5万元，业务招待费超过税法规

定 5万元，国库券利息收入 10万元，除此之外无其他差异。要

求：写出该企业在这 4年期间的所得税会计分录。

此题用利润表债务法做就很容易，操作起来也较简单：

所得税费用=100伊25%=25（万元）

暂时性差异=20衣2-20衣4=5（万元）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依时间性差异依永久性差异=

100垣5垣（5垣5原10）=105（万元）

应交所得税=105伊25%=26.25（万元）

暂时性差异影响纳税的金额=5伊25%=1.25（万元）

前两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250 000元，递延

税款 12 5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62 500元。

后两年的应交所得税=（100原5）伊25%=23.75（万元），应转

回的递延所得税=25-23.75=1.25（万元）。

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250 000 元；贷：递延税款

12 500元，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237 500元。

此题若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就麻烦多了。

第一步，分析暂时性差异，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资产的

账面价值为 10万元，计税基础为 15万元，账面价值小于计税

基础的 5万元会减少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

税，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 1.25万元（5伊25%）。然后还要分析后三项差异，分析的结

果是它们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

债）。为节约篇幅，这里就不把分析过程写出来了。

第二步，推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额=会计利润总额垣计入利润表但计税时不允许税前扣除的

费用依计入利润表的费用与税前可扣除的费用之间的差额依

会计收入与税法收入的差额原不征税收入依其他需要调整的

因素=100垣5垣5垣5原10=105（万元）。应交所得税=105伊25%=

26.25（万元）。

第三步，计算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垣递

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原递延所

得税负债期初余额）原（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原递延所得

税资产期初余额）=（0原0）原（1.25原0）=原1.25（万元），故所得税

费用=26.25原1.25=25（万元）。

最后编制会计分录：借：所得税费用 250 000元，递延所

得税资产 12 5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62 500元。

以后年份的计算步骤相同，在此不再阐述。

通过比较可知，两种方法下的会计分录相似，但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比利润表债务法复杂得多，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在暂时性差异的分析和计算上，利润表债务法只需要

计算两种年折旧额的差额就可以很快计算出暂时性差异，而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计算资产的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然后才能计算出暂时性差异。

对永久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时要分析它们会不会

产生暂时性差异，而采用利润表债务法时不需要进行这样的

分析。

2. 在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确认上，资产负债表债务

法的计算分析较复杂并且难以理解。

在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计量上，利润表债务法下用

暂时性差异乘以所得税税率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而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这样计算出来的结果是递延所得税资产

（负债）的期末余额，还得用它减去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

期初余额，才能计算出本期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

的金额。这种计算方法不仅不好理解，而且增加了工作量。

3. 在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上，利润表债务法的计算公式

较简单，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由于不承认永久性差异，其计算

公式较复杂，很不容易记住。

4. 在所得税费用的计算上，利润表负债法直接用会计利

润总额乘以所得税税率，很容易算出所得税费用，而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的计算就很复杂，尤其是递延所得税的计算。

主要参考文献

许善达袁盖地.所得税会计.大连院大连出版社袁2005

阴窑06窑 援 上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