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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所得税会计中

应注意的一个问题

新 疆 财 经 大 学 吴荷青渊 博 士 冤

本文针对 2008年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无

形资产所得税会计处理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展开分析，对无

形资产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协调进行说明。

一、无形资产的初始确认

初始确认时，无形资产会计与税法规定之间的差异主要

产生于内部研究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内

部研究开发项目应区分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只有开发阶段

符合资本化条件以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的支出才能资本

化，除此以外的其他支出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而税法规

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

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

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

2008年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对于这一差

异做出了如下解释：由于上面所做的规定，认为研究开发过程

中形成无形资产的，其计税基础应在会计入账价值的基础上

加计 50%，因而产生了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在初始确认时的

差异，但由于该无形资产的确认不是产生于合并交易，同时在

确认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所以不确

认有关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而在后面的例题中，其又解

释道：所形成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也可以是账面价值，所以认

为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不存在暂时性差异。笔者认为，形

成前后矛盾解释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对计税基础概念的理解

存在一定偏差，具体分析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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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进

一步解释为：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

以税前扣除的金额。而无形资产在初始确认时按照税收优惠

加计扣除的 50%，在当期就已经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扣除了，所

以就不能在未来期间再进行扣除，由此，其计税基础即无形资

产在未来期间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扣除的金额只能是无形

资产的成本，而不能包括加计扣除的 50%。企业所得税法规

定，自行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以开发过程中该资产符合资本

化条件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可以看

出，自行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一致，也

就是不存在暂时性差异，所以笔者认为，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

教材《会计》例题中的解释更符合相关的规定。

二、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将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确定为账面价值，即两者之间不

存在暂时性差异，也有利于无形资产进行后续计量时会计与

税法差异调整的解释，原因分析如下：如果将计税基础解释为

账面价值的 150%，那么按照税法规定进行后续计量以直线法

摊销时，就会产生以账面价值的 150%进行摊销的错觉。而税

法规定，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

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按照形成无形资产成本加计

扣除的 50%，虽然不是开发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支出，但却是税

法允许扣除的，在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时已经扣除了，所以

在未来期间就不得再计算摊销费用了，而只能按照无形资产

的账面价值进行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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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债券

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核算差异分析

长 春 时 军

笔者总结出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的债券与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的债券在会计核算上主要有以下区别：

1援 发行价格计算公式不同。淤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债

券的发行价格越票面面值伊复利现值系数垣票面利息伊年金现

值系数；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的发行价格越票面面值伊

（员垣票面利率伊到期年限）伊复利现值系数。

圆援 运用的会计科目不同。淤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的债

券。在期末计提利息时，会用到“应付利息”、“应付债券———利

息调整”科目，要做两笔会计分录：借：财务费用，借或贷：应付

债券———利息调整；贷：应付利息。借：应付利息；贷：银行存

款。到期还本时，借：应付债券———面值；贷：银行存款。于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在期末计提利息时，会用到“应付债

券———应计利息”、“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科目，期末计提

利息时只做一笔会计分录：借：财务费用，借或贷：应付债

券———利息调整；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到期还本时，

借：应付债券———面值、———应计利息；贷：银行存款。

猿援 计算表中账面价值的确定方法不同。淤分期付息、到期

一次还本的债券。由于每期要支付票面利息，因而每期期末的

账面价值等于上期期末账面价值加上当期实际利息减去当期

票面利息，即当期“利息调整额”。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

券。由于每期不用支付票面利息（到期一次性全部支付），因此

每期期末的账面价值等于上期期末账面价值加上当期实际利

息，其账面价值不受利息调整的影响。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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