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企业一律采用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递延所得税，计算确定有关资产、负债项

目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笔者试用一种

新的思路举例说明所得税会计核算。

一、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1. 资产的计税基础。资产的计税基础=未来可税前列支

的金额=成本-以前期间已税前列支的金额

我们可以将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存在差异的情况分

为两种：一种是由于会计与税法上关于折旧、减值的处理办法

的不同引起的，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其他计提减值准备

的资产，这类资产我们称为第一类资产。另一种是由于会计与

税法上关于公允价值变动处理办法不同引起的，如：交易性金

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这类资产我们

称为第二类资产。

对于第一类资产，以前期间已税前列支的金额是指税法

上允许每年计提的折旧，资产的账面价值=成本-累计折旧

（会计上）-减值准备，计税基础=成本-累计折旧（税法上）。对

于第二类资产，以前期间已税前列支的金额一般为0，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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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折旧为400 000元，公允价值为800 000元。专利权的账面价

值为700 000元，在交换日的累计摊销为100 000元，公允价值

为700 000元。星沙公司另支付补价100 000元。蓉城公司换入

的专利权作为无形资产管理，星沙公司换入的仓库作为固定

资产管理。交易中营业税税率为5%，契税税率为3%。

（1）蓉城公司的账务处理。换入专利权的成本越800 000原

100 000越700 000（元）；应确认的交换损益越700 000垣100 000原

（90 000原400 000）原800 000伊5%（营业税）越260 000（元）。

会计分录：淤借：固定资产清理500 000元，累计折旧400000

元；贷：固定资产———仓库900000元。于借：固定资产清理40 000

元；贷：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40 000元。盂借：无形资产———

专利权700 000元，银行存款100 000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540 000元，营业外收入260 000元。

（2）星沙公司的账务处理。换入仓库的成本越700 000垣

100 000垣800 000伊3%（契税）越824 000（元）；应确认的交换损

益越824 000原100 000原（700 000原100 000）原700 000伊5%（营业

税）原800 000伊3%（契税）越65 000（元）。

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仓库824 000元，累计摊销

100 000元；贷：无形资产———专利权700 000元，银行存款100 000

元，应交税费———应交营业税35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契

税24 000元，营业外收入65 000元。

（二）按账面价值计量时

根据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规定，对于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无法可靠地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

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

益，相关税费只能计入换入资产的成本。这里的“相关税费”应

包括为换出和换入资产应支付的全部其他税费。

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涉及补价，那么换入资产的成

本应为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其他相关税费的合

计。确定换入资产成本的计算公式为：换入资产的成本越换

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垣应支付的全部其他税费。如果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涉及补价的，则应当分下列情况处理：

（1）支付补价方，换入资产的成本应为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加支付的补价及应支付的全部其他税费。确定换入资产成

本的计算公式为：换入资产的成本越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垣支

付的补价垣应支付的全部其他税费。

（2）收到补价方，换入资产的成本应为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加应支付的全部其他税费减支付的补价。确定换入资产成

本的计算公式为：换入资产的成本越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原收

到的补价垣应支付的全部其他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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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所得税会计核算之我见

姚效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武汉 430073）

【摘要】本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的规定，对所得税会计中的计税基础、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

税负债与所得税费用等概念加以诠释，并用实例说明所得税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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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成本依公允价值变动，计税基础=成本。

2. 负债的计税基础。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可

税前列支的金额。对此公式，很多人不理解“未来可税前列支

的金额”，对于这个术语的理解是计算负债计税基础的关键。

我们可以将账面价值分为三个部分：淤当期可税前列支的金

额；于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盂当期与未来都不可税前列支

的金额。可以看出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只是构成账面价值

的一部分，对一项负债，可以在计算计税基础之前先对其账面

价值进行分类，找出其中属于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

二、由资产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

1援由于折旧、减值处理差异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

债。根据前面所列公式，暂时性差异=账面价值-计税基础=成

本-（会计上）累计折旧-减值准备-成本+（税法上）累计折

旧=（税法上）累计折旧-（会计上）累计折旧-减值准备。 由

于折旧、减值处理差异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税

法上）累计折旧-（会计上）累计折旧-减值准备］伊所得税税

率，由此可以看出所谓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发生额

即是当期税法上折旧与会计上折旧与减值准备之间的差额与

所得税税率的乘积。

例：2007年12月31日某企业购买一项环保设备，原价为

1 000万元，使用年限为5年，按照直线法计提折旧，净残值为

0，税收政策允许加速折旧，该企业在计税时对该项资产按双

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计提2年折旧后，企业对该项固定资

产计提了150万元的减值准备，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2007 ~

2011年递延所得税负债计算过程见下表：

2007年递延所得税负债=［（1 000-200）-（1 000-400）］伊

25%=（400-200）伊25%=50（万元）；

2008年递延所得税负债=｛［（1 000-200-200）-（1 000-

400-240）］-［（1 000-200）-（1 000-400）］｝伊25%=（240-200）

伊25%=10（万元）；

2009年递延所得税负债=｛［（1 000-200-200-150-150）-

（1 000-400-240-144）］-［（400-200）+（240-200）］｝伊25%=

（144-150-150）伊25%=-39（万元）；

2010年递延所得税负债=（108-150）伊25%=-10.5（万元）；

2011年递延所得税负债=（108-150）伊25%=-10.5（万元）。

2. 由于公允价值变动处理差异引起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或负债。根据前面所列公式，暂时性差异=账面价值-计税基

础=成本依公允价值变动-成本=依公允价值变动。由此可以看

出，当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就是由于公允价值变动

所产生的所得税，其发生额等于公允价值变动的金额与所得

税税率的乘积。

三、由负债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

根据前面所列公式，暂时性差异=账面价值-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账面价值-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未来可税前

列支的金额，由负债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未来可

税前列支的金额伊所得税税率。

例如，某企业当期确认应付职工薪酬2 000万元，尚未支

付。根据税法规定，可于当期扣除的为1 700万元，当期所得税

税率为25%。则：应付职工薪酬账面价值越2 000万元；计税基

础越账面价值2 000万元原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0越2 000万

元；暂时性差异=2 000万元-2 000万元=0；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负债=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0伊25%=0。

又如，某企业收到客户一笔款项80万元，因不符合收入确

认条件，会计上作为预收账款反映，但它符合税法规定的收入

确认条件，故该笔款项已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因其账面价

值为80万元，故其计税基础=账面价值80万元原未来可税前列

支的金额80万元越0；暂时性差异=80万元-0 =80万元；递延所

得税负债=未来可税前列支的金额80万元伊25%=20万元。

四、所得税费用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将应交所得税与所得税费用简单

理解为现金收付制与权责发生制两种会计核算基础下所得税

的金额。由此可以推导出如下两个计算公式（假设不考虑所得

税税率变化的影响）：

（1）应交所得税=应税所得伊所得税税率=（会计利润+当

期发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当期发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依永

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会计利润伊所得税税率+当期递延

所得税资产-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

（2）所得税费用=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递延所得税资

产+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会计利润伊所得税税率+当期递延

所得税资产-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

率-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会计利润伊

所得税税率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会计利润依永久性

差异）伊所得税税率

从定义可以看出，所谓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是指按会

计方法不能确认这部分资产或负债所形成的所得税，而按税

法却应该确认。由以上公式可以看出，所得税费用是剔除暂时

性差异后的当期递延所得税费用，也就是剔除了税法上认为

应该确认的那部分费用后剩下的而会计上在权责发生制下认

为当期该确认的那部分费用，即由会计利润和永久性差异产

生的那部分费用。从上述公式我们还可以看出，因为企业实行

的是权责发生制，所以企业计算所得税费用的目的就是要核

实权责发生制下应该确认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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