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淤确认产品保修费的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越账面价值原

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

额越0。于预收账款计税基础：若预收时未交税，预收账款的计

税基础越账面价值原0越账面价值；若预收时已交税，预收账款

的计税基础越账面价值原账面价值越0。盂应付职工薪酬的计

税基础越账面价值原0越账面价值。榆其他负债（如企业应交的

罚款和滞纳金等）的计税基础越账面价值原0越账面价值。

第二步，计算账面价值。账面价值=会计上资产或负债的

账面价值。

第三步，计算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进而计算暂时

性差异的影响额。

对于资产来说，若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跃0，说明资

产未来经济利益流入中只有一部分以后可以抵税，差额部分

不能抵税，以后还需要交差额部分的税，故为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若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约0，说明资产账面上的金额

以后非但能全部抵扣，且可能再多抵一部分即以后会少交一

部分税款，故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既然资产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原以前期间按税法规定

已经税前扣除的金额；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原未来可税

前列支的金额，故对于负债来说，刚好和资产相反。

第四步，计算暂时性差异的影响额，分别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末余额。

淤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期末余

额伊适用所得税税率；于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期末余额伊适用所得税税率。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上述公式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

额，但如果涉及长期股权投资且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被投资

方的所得税税率时，一般直接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出递延

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

投资第一年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被投资方实现

的利润伊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股权的比例/（1-被投资方的所

得税税率）伊（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被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

投资第二年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被投资方第一

年实现的利润+被投资方第二年实现的利润原被投资方分配

的利润）伊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股权的比例/（1-被投资方的

所得税税率）伊（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被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

第五步，分别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

发生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发生额=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

额-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发生额=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

额-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

第六步，计算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利润原国债利息原被投资方实现的利润伊投

资方持有被投资方股权的比例+罚款、滞纳金支出+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

二、通过会计分录确定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递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通常应选择人民币作为记

账本位币。业务收支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为主的企业，可以选

定其中一种货币作为记账本位币。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

业所得税是以人民币计算的，对以人民币以外的货币计算的，

应当区分以下四种情况折算成人民币，计算缴纳（或退还）企

业所得税。

1. 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折合计算。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

季预缴，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预缴。

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应当按照月度或者季度最后一日的人民

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所得税税额。

2. 汇算清缴期间多退少补企业所得税的折合计算。企业

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企业年度终了汇算清缴期

间，已经按照月度或者季度预缴税款的，不再重新折合计算，

只就该纳税年度内未缴纳企业所得税的部分，按照纳税年度

最后一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应补缴或者应退的税款。

3. 税务机关查出的多计或少计企业所得税的折合计算。

属于税务机关检查确认的企业少计或者多计应纳税所得额的

部分，应当按照检查确认补税或者退税时的上一个月最后一

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将少计或者多计的应纳税所得额折

合成人民币，再计算应补缴或者应退的税款。

4. 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企业所得税的折合

计算。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

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税务机关办

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就

其清算所得向税务机关申报并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由此笔

者认为，清算所得应当以实际经营终止之日的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茵

以非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下

企业所得税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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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所得税负债贷方发生额-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

负债借方发生额

一般而言，应交所得税在贷方，递延所得税资产若是正值

在借方，负值则相反；递延所得税负债若是正值在贷方，负值

则相反。

根据借贷必相等的原则，差额即为所得税费用。

例如：当递延所得税资产是正值，递延所得税负债也是正

值时：借：递延所得税资产，所得税费用（从会计角度）；贷：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从税法角度），递延所得税负债。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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