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核算企业所

得税时，要重点考虑暂时性差异的问题。所得税的处理是处理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难点所在，基于此，笔者试图根据

企业经常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分类探讨。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

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法院判决证实了企业在

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现时义务，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与该

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或确认一项新负债。

处理步骤：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调整损益寅调

整所得税寅把“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转入“利润分

配———未分配利润”科目寅补提或冲销盈余公积。

处理难点：如何调整所得税？

处理方法：注意是否形成暂时性差异。形成暂时性差异

的，调整递延所得税以及所得税费用。

例 1：甲公司因违约，于 2007年 11月被乙公司告上法

庭，要求赔偿 90万元。2007年 12月 31日法院尚未判决，甲

公司确认预计负债 50万元，乙公司未确认收益。2008年 3月

9日，经法院判决甲公司应赔偿 60万元，甲、乙双方均服从判

决，甲公司已向乙公司支付赔偿款 60万元。假设甲、乙公司

2007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在 2008年 2月 9日完成，两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33%，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核算，甲公司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甲公司

2007年度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为 2008年 3月 31日。甲公司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1）2008年 3月 9日，记录支付的赔款。借：以前年度损

益调整（调整营业外支出）10万元；贷：其他应付款 10万元。

借：预计负债 50万元；贷：其他应付款 50万元。借：其他应付

款 60万元；贷：银行存款 60万元。

（2）调整报告年度的所得税。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3万

元；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3.3 万元（10伊

33%）。解题说明：2007年年末负债账面价值 60万元，在 2008

年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可抵扣，从而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60

万元；因确认预计负债 50万元时已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故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时再确认增加的 10万元负

债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发生该调整

事项的，账务处理相同。

（3）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转入未分配利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7万元；贷：以前年度损益调

整 6.7万元（10-3.3）。

（4）因净利润变动，调整盈余公积。借：盈余公积 0.67万

元（6.7伊10%）；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0.67万元。

对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的调整事项进行账务处

理时，涉及所得税的调整，不管该调整事项是发生在所得税汇

算清缴前还是清缴后，一律调整递延所得税，因为会计与税法

对该预计负债的确认口径不一致，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修正资产减值

在年度资产负债表日或以前，根据当时的资料判断某项

资产可能发生损失或永久性减值，但没有最后确定是否会发

生，应按照当时最佳的估计金额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但若在资

产负债表日后期间，所取得的新的证据证明该事实成立，即某

项资产已经发生了损失或永久性减值，则应对资产负债表日

所作的估计予以修正。

例 2：甲公司 2007年 9月销售一批产品给乙公司，取得

含税收入 500万元，双方约定，货款于 11月末前支付。但因

乙公司财务困难，此笔货款到年末尚未支付，甲公司按应收账

款的 10%计提了坏账准备。2008年 3月 5日，甲公司接到乙

公司通知，乙公司已进行破产清算，甲公司预计有 50%的货款

无法收回。经税务机关批准在应收款项余额 5译的范围内计

提的坏账准备可以在税前扣除，本年度除应收乙公司账款计

提的坏账准备外，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

税率为 33%，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2008年 2

月 28日已完成 2007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甲公司预计今后

3年内有足够的应税所得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甲公

司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甲公司 2007年财务会

计报告在 2008年 3月 31日经批准报出。甲公司针对该调整

事项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1）2008年 3月 5日，补提坏账准备。借：以前年度损益

调整（调整资产减值损失）200万元；贷：坏账准备 200 万元

（250-50）。

（2）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66万元

（200伊33%）；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66万

元。解题说明：年末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为 250万元，计税基

础为 497.5 万元（500-500伊5译），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47.5万元；因在年末计提坏账准备时已处理了 47.5万元，资

产负债表日后期间要确认的是 200万元暂时性差异对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

（3）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即减少的净利润）

转入未分配利润。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34万元；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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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34万元（200-66）。

（4）因净利润减少，冲回多提的盈余公积。借：盈余公积

13.4 万元（134伊10%）；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3.4 万

元。

对资产负债表日后修正资产减值的调整事项进行账务处

理时，涉及所得税的调整，不管该调整事项是发生在所得税汇

算清缴前还是清缴后，一律调整递延所得税，因为会计对该资

产减值进行修正与税法对该资产减值的确认的口径不一致，

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成本或收入

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

的成本或售出资产的收入，即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

本或者售出资产的收入未确定，或售出的存货发生退回。该事

项涉及退货的情况，可能涉及应交所得税，处理时要区分所得

税汇算清缴前、所得税汇算清缴后两种情况。

1援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涉及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

售退回发生于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应调整报告年

度财务报表的收入、成本等，并相应调整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

得额以及报告年度的应交所得税等。

例 3：甲公司 2007年 11月 25 日销售一批商品给丙企

业，取得收入 1 000 000元（不含税，增值税税率为 17%），甲公

司发出商品后，按照正常情况已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 800 000

元。此笔货款到年末尚未收到，甲公司按应收账款的 4%计提

了坏账准备 46 800元。2008年 1月 10日，由于产品质量问

题，本批货物被退回。按税法规定，经税务机关批准在应收款

项余额 5译的范围内计提的坏账准备可以在税前扣除，本年

度除应收丙企业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外，无其他纳税调整事

项。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核算，2008年 2月 28日完成了 2007年度所得税汇算

清缴工作，甲公司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甲公司

2007年财务会计报告在 2008年 3月 31日经批准报出。甲公

司针对该调整事项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1）2008年 1月 10日，调整销售收入。借：以前年度损益

调整（调整主营业务收入）1 0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170 000元；贷：应收账款 1 170 000元。

（2）调整坏账准备余额。借：坏账准备 46 800元；贷：以前

年度损益调整（调整资产减值损失）46 800元。

（3）调整销售成本。借：库存商品 800 000元；贷：以前年

度损益调整（调整主营业务成本）800 000元。

（4）调整应交所得税。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64 069.5 元；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64 069.5元［（1 000 000-800 000-1 170 000伊5译）伊33%］。

（5）调整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借：以前年度损益

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13 513.5 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3 513.5元（40 950伊33%）。解题说明：原应收账款的账面价

值为 1 123 200元（1 170 000-1 170 000伊4%），计税基础为

1 164 150元（1 170 000-1 170 000伊5译），产生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 40 950元，按 33%的税率将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冲回。

（6）将“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余额（即减少的净利润）

转入未分配利润。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02 644 元；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02 644元（1 000 000-800 000-46 800-

64 069.5+13 513.5）。

（7）因净利润减少，冲回多提的盈余公积。借：盈余公

积 10 264.4 元（102 644伊10%）；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 10 264.4元。

2援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涉及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

售退回发生于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应调整报告年

度财务报表的收入、成本等，但按照税法规定在此期间的销售

退回所涉及的应交所得税，应作为本年度的纳税调整事项。

例 4：上例中，假如本批货物被退回是在 2008年 3月 10

日，则该事项是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那么，

甲公司针对该调整事项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只有第（4）笔调整所得税费用的处理不同，其余账务处理

相同。笔者认为第（4）笔账务处理应为：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 64 069.5 元；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所得税费用）

64 069.5元。解题说明：由于销售退回，2007年多交所得税=

（1 000 000-800 000-1 170 000伊5译）伊33%=64 069.5（元），只

能在申报 2008年所得税时抵扣，因为本期多缴纳所得税，未

来可以抵扣，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计入递延所得税资产

64 069.5元。

如果报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售退回发生于报告年度所得

税汇算清缴之前，则应调整“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如果

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后发生销售退回，则应作为本年度的纳税

调整事项，调整递延所得税。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

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了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是指资产

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属于资产负债表

期间或以前期间存在的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这种舞弊或差

错应当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调整报告年度的年度

财务报告或中期财务报告相关项目的数字。该事项也通过“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来处理，但与《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差错更正不同的是：调

整财务报表时，后者调整的是发现错弊当期的财务报表；资产

负债表日后发现的错弊，调整的则是报告年度的财务报表。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淤企业在对资产负债

表日后调整事项进行处理的时候，要考虑调整事项是发生在

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还是之后。于如果调整事项发

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会计准则规定与税法规

定口径一致的情况下，则调整“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否则调整递延所得税。盂如果调整事项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

税汇算清缴之后，则应该调整递延所得税，具体分两种情

况：如果报告年度多交了所得税，则本年度纳税申报时可以

抵扣，因此产生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如果报告年度少交了所

得税，则本年度纳税申报时应该补交，因此产生了递延所得税

负债。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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