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母公司

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或其他方

式形成的固定资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应当抵销；

对固定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与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相关的部

分应当抵销。但该准则未明确规定由于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应如何抵销。笔者就此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了合并日及以后期间企业集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的合并抵销处理方法。

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与递延所得税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第十五条规定：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

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

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依此规定，企业集团

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当存在减值迹象并确认发生减值

时，应当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账务处理为：借记“资产减值

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这样处理一方面

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另一方面减少了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五条规定：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

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呆账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等不

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

但未经核定不符合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风险准备等准备金支出不得在所得税前扣除。由

于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不同，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计提减值

准备后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企业将该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

的影响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企业集团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购入企业以售价（假

设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费用）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销售

企业要按售价确认销售收入并计算销售利润。从企业集团角

度看，该交易只是物资的内部调拨，不会产生损益，但在日常

会计处理中，购入企业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包含了未实

现内部销售利润。为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必须将多计

提的减值准备中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予以抵销，同时抵销

由此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二、首次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期间的抵销处理

企业集团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及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销处理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

1援 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小于或等于固定资产原值

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值，其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

数额为内部计提的减值准备数额，同时抵销由此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其中，固定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

值=固定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累计多计提的折

旧额-累计计提的减值准备。

2援 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大于固定资产原值中未实

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值，其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数额不

能超过固定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值（从企业

集团角度看，已发生减值）。同时抵销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抵销处理如下：淤本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本期计提数）；贷：资产减值损失。

于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抵

销：借：所得税费用（本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纳税影

响）；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例 1：20伊7年 1月 1日，A公司（母公司）以 500 000元的

价格（不考虑增值税及其他费用）将其生产的产品销售给 B

公司（子公司），产品的销售成本为 400 000元。B公司购入该

产品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并按 500 000元的购买

价格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的该固

定资产折旧年限为 5年，均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净残

值为零。B 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为了简化处理，20伊7 年

度按 12个月计提折旧）。

20伊8年 12月 31日，B公司经减值测试发现，该固定资

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276 000元，使用年限为 3年。

20伊8年 B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当年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00 000-500 000衣5伊2）

-276 000=24 000（元）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500 000-500 000衣5伊2-24 000=

276 000（元）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500 000-500 000衣5伊2=300 000

（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300 000-276 000=24 000（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24 000伊25%=6 000（元）

本年固定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值=固定

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累计多计提的折旧额=

（500 000-400 000）-（500 000-400 000）衣5伊2=60 000（元）

B公司本年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4 000 元小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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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固定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值 60 000元，应

将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全部抵销，同时抵销递延所得税

资产。

A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处理如下：

（1）本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借：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24 000元；贷：资产减值损失 24 000元。

（2）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抵销。借：所得税费用 6 000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6 000

元。

该例中，若 B公司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大于当年固

定资产原值中内部未实现销售利润的余值 60 000元，企业集

团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最多只能抵销 60 000元，超过部分不

能抵销，因为企业集团的固定资产已发生了减值。

三、以后期间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处理

企业集团在以后期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进行如下

抵销处理：

1援 将以前期间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及递延所得税

资产对本期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予以抵销，调整本期期初

未分配利润的数额。

（1）对以前期间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借：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对以前期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抵销；借：未分配利润———年初；贷：递延所得税

资产。

2援 如果期末经减值测试认定该固定资产继续减值，则须

将本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及由此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予以抵销；如果经测试发现该固定资产价值已恢复，应将转

回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影响予以抵销。

（1）对本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借：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本期提取数额）；贷：资产减值损失。

（2）对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抵销。借：所得税费用；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将本期转回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递延所得税资产

的影响予以抵销。借：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所得税费用。

例 2：承例 1，20伊9年 12月 31日，B公司经减值测试发现，

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162 000元，尚可使用年限为 2年。

20伊9年 B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500 000-500 000衣5伊2-

276 000衣3）-162 000］-24 000=22 000（元）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500 000-500 000衣5伊2-276 000衣

3）-（24 000+22 000）=162 000（元）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500 000-500 000衣5伊3=200 000

（元）

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00 000-162 000=38 000（元）

本期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38 000-24 000=14 000

（元）

递延所得税资产=14 000伊25%=3 500（元）

固定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值=固定资产

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累计多计提的折旧-本年年初

累计已计提的减值准备=100 000-100 000衣5伊2-（100 000-

40 000-24 000）衣3-24 000=24 000（元）

B公司本年提取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2 000 元小于固

定资产原值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余值 24 000元，应将计

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全部抵销，同时抵销本期形成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

A公司合并抵销处理如下：

（1）对以前期间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借：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24 000 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4 000元。

（2）对以前期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的抵销。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6 000元；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6 000元。

（3）对本期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借：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22 000元；贷：资产减值损失 22 000元。

（4）对本期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形成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的抵销。借：所得税费用 3 500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 500元。

例 3：依据例 1资料，若 20伊9年度固定资产未发生减值，

则 B公司当期账务处理如下：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500 000-500 000衣5伊2-276 000衣

3-24 000=184 000（元）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500 000-500 000衣5伊3=200 000

（元）

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00 000-184 000=16 000（元）

本期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本期累计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上期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16 000-24 000=-8 000

（元）

本期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资产=8 000伊25%=2 000（元）

A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期初未分配利润的调整分

录与例 2相同，本年度抵销分录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 000

元；贷：所得税费用 2 000元。

固定资产使用期届满时，通过内部交易取得的固定资产

已不复存在，固定资产中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也转化成已实

现的利润，但必须调整期初未分配利润。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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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资源税的调节作用袁促进资源节约开采和利用袁自

2008年 10月 1日起袁调整硅藻土尧玉石等部分矿产品的资

源税税额标准袁调整后的税额标准分别为院硅藻土尧玉石每吨

20元袁磷矿石每吨 15元袁膨润土尧沸石尧珍珠岩每吨 10元遥

渊2008年 9月 16日印发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咱2008暂91号文件

调整硅藻土尧珍珠岩尧磷矿石

和玉石等资源税税额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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