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当期应交所得税应等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乘以所得税税率。本文认为，企业还可以利用一

些相关账户的账面价值直接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这种方法简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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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企业当期应交所得税的核算

一、理论背景

会计利润，又称税前会计利润或会计收益，是指一定时期

内按照符合会计准则的方法确认、计量的总收益或总亏损。一

般来说，会计利润就是财务报告中的税前利润总额。应税利

润，又称应纳税所得额，是指按照税法或相关法律规定的会计

方法确认、计量的一定时期的收益，是确定应交所得税的基本

依据。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可归结为以

下两点：

一是计算口径上的差异。有些收入在会计上按照会计准

则确认为收入，构成会计利润，而依据税法却不能确认为收

入，不构成应税利润。有些支出在会计上按照会计准则确认为

费用，抵减会计利润，而依据税法却不能作为费用抵减应税利

润。例如，罚款支出在计算应税利润时就不予以抵减，而会计

核算中罚款支出则是企业的一项损失，理应体现在经营损益

中，因此允许作为会计利润的扣减项目，这种差异称为永久性

差异。对这种差异，在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时只需在会计利润

限额，就应该计提减值准备。

3. 油气资产价值的评估。油气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其拥有

的油气探明储量的数量规模、开采条件和市场需求状况，而与

其账面价值无关（无论是成果法还是全部成本法）。因此，油气

资产价值也成为油气储量价值，因为储量是矿业资产价值的

实质。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69号公告要求石油公司使用标准

化的贴现现金流法对油气储量进行价值评估。根据我国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针对油气资产的特点，应该以资产组为计量

基础进行矿区权益的价值评估。对于探明矿区权益，企业应当

在发生减值迹象时，计算其可收回金额。其中，可收回金额是

指油气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

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

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对于未探明矿区权益，企业应

当每年对其进行减值测试，以确定其是否发生减值。从理论上

讲，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可以采用以下公式：

其中：t=0表示现在，NCFt表示第 t期的现金净流量期望

值，r表示折现率，t表示资产或资产组合的有效期限。

利用上式计算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是对各年现金净流量的期望值（NCF）如何进行合理的

估计；二是选择什么样的折现率（r）。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下，

应该以资产组作为基本单位来测算未来现金流量。当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就确认资产的减值损失，并

将损失分摊到资产组的各项资产中去，测算出其应计提的减

值金额。对于折现率的估算，会计准则中没有给出具体的标

准，一般用类似资产当前市场交易中的内含报酬率或上市公

司类似资产的加权平均资产成本评估测算。

4. 油气资产储量信息的披露。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明确要

求油气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与油气开采活动有关的下

列信息：拥有国内和国外的油气储量年初、年末数据；当期在

国内和国外发生的矿区权益的取得、油气勘探和油气开发各

项支出的总额；探明矿区权益、井及相关设施的账面原值，累

计折耗和减值准备累计金额及其计提方法；与油气开采活动

相关的辅助设备及设施的账面原价，累计折旧和减值准备累

计金额及其计提方法。虽然在上市石油公司信息披露问题上

我国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

我国油气储量的分类标准与国际惯例不同，二是没有给出精

确的储量价值评估模型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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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加减该差异计算出应税利润，然后乘以适用所得税

税率即可，再按照一般的核算方法进行账务处理，不必采用专

门的账户进行核算。

二是确认时间上的差异。有些收入、费用按会计准则应该

确认为当期会计利润，而依税法则应归入前期或者后期，不作

为当期应税利润。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于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

之间的差异而导致的，在计算口径上并没有不同，因此随着企

业经营的持续进行，这种差异将会逆转或消失。例如，税法中

规定某些行业可以实施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可财

务报告中一般采用直线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这时两者所确

认的各期折旧费用就不一致。这种由于收入、费用确认时间不

同导致的差异称为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有两种：其一，资

产的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及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

础，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这种差异纳入“递延所得税负债”账

户核算；其二，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及负债的账面价

值大于计税基础，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这种差异采用“递

延所得税资产”账户核算。

“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用来核算企业根据所得税会计准

则确认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负债，可以按照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的项目进行明细核算。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根

据所得税会计准则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借记“所得税

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科目，贷记“递延所得税负债”科

目。本期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大于其账面余额的，应按

其差额确认，借记“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科目，贷

记“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本期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小于其账面余额的，应按其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递延所

得税负债”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负债的余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用来核算企业根据所得税会计准

则确认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所得税资产，并按照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等项目进行明细核算。资产负债表日，企业根据

所得税会计准则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借记“递延所得

税资产”科目，贷记“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科目。

本期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大于其账面余额的，应按其差

额确认，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贷记“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费用”科目；本期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小于其

账面余额的，应按其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递延所得税资

产”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余额。

按照税法规定：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即

当期应税利润）伊所得税税率。这种计算方法需调整确定应纳

税所得额，计算过程较复杂，笔者在工作中使用下面的方法计

算当期应交所得税税额，觉得可以很方便地得到结果。下文以

实例详细介绍这种方法。其中，计算公式为：

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

税率-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贷方发生额（或+当期递延所得税

负债借方发生额）+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借方发生额（或-当

期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方发生额）

二、举例说明

1. 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之永久性差异的账务处理。

例 1：某企业根据其资产负债表有关项目列示的金额和

有关账簿分析可知：20伊6年度利润总额为 366万元，企业本

年度投资国库券利息收入为 5万元，支付各种税收滞纳金 6

万元；企业本年商品销售收入净额为 15 000万元，支付业务

招待费 5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

分析：本例中导致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不同的差异

均为永久性差异。

（1）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在会计利润基础上减去的数额：国

库券利息收入 5万元。

（2）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在会计利润基础上加上的数额：

淤各种税收滞纳金 6万元。于业务招待费中不允许扣除的金

额：50-50伊60%=20（万元）。

（3）计算企业应交所得税：

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

税率=（366-5+6+20）伊25%=96.75（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96.7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96.75万元。

期末将“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会

计分录如下：借：本年利润 96.75万元；贷：所得税费用 96.75

万元。用银行存款实际向税务部门交税时，会计分录如下：借：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96.75万元；贷：银行存款 96.75万

元。

以上对永久性差异没有采用专门的账户进行核算。

2. 预计负债的账务处理。

例 2：某企业 20伊5年年末预计负债科目贷方余额为 20

万元，为预计的产品售后三包费用，本年实现利润 120万元。

20伊6年实际发生售后三包费用 10万元，实现利润 150万元。

所得税税率为 25%（递延所得税资产无期初余额）。

20伊5年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20万元跃预计负债计税基础

0，差异 20万元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借记“递延所得税

资产”5万元（20伊25%）。根据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

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借

方发生额=120伊25%+5=35（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5万元。借：递延所得

税资产 5万元；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万元。

期末将“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际向

税务部门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20伊6年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10万元跃预计负债计税基础

0，差异 10万元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保持“递延所得税

资产”借方余额为 2.5万元（10伊25%），上期余额为 5万元，则

本期应冲减 2.5万元，即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2.5万元。根

据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

得税税率-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方发生额=150伊25%-2.5=

35（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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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5万元。借：所得税费

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2.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5万

元。期末将“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

际向税务部门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3. 资产减值损失的账务处理。

例 3：某企业 20伊5年实现利润 1 000万元。有关资产、负

债资料如下：存货账面价值 800万元，本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0万元，计税基础 1 000万元。20伊6年实现利润 1 000万

元。有关资产、负债资料如下：存货账面价值 1 200万元，存货

跌价准备为 0，计税基础 1 2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递延

所得税资产无期初余额）。

20伊5年存货账面价值 800万元约存货计税基础 1 000万

元，差异 200万元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借记“递延所得

税资产”50万元（200伊25%）。根据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当

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当期递延所得

税资产借方发生额=1 000伊25%+50=300（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00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00万元。借：递延所

得税资产 50万元；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0万

元。期末将“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

际向税务部门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20伊6年，存货账面价值 1 200万元=存货计税基础 1 200

万元，应保持“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余额为 0，上期“递延所

得税资产”借方余额为 50万元，本期应冲减 50万元，即贷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50 万元。根据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

（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当期递延所得

税资产贷方发生额=1 000伊25%-50=200（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00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00万元。借：所得税

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0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0万

元。期末将“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

际向税务部门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4.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账务处理。

例 4：某企业 20伊5年实现利润 1 000万元。有关资产、负

债资料如下：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1 300万元，本年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提高）300万元，计税基础 1 000万元。20伊6年

实现利润 500万元。有关资产、负债资料如下：交易性金融资

产账面价值 1 100万元，本年确认公允价值变动（降低）200万

元，计税基础 1 0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递延所得税负

债无期初余额）。

20伊5年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1 300万元跃交易性金

融资产计税基础 1 000万元，差异 300万元属于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应贷记“递延所得税负债”75 万元（300伊25%）。根据

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

税税率-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贷方发生额=1 000伊25%-75=

175（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7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75万元。借：所得税

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7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75万

元。期末将“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

际向税务部门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20伊6年交易性金融资产账面价值 1 100万元跃交易性金

融资产计税基础 1 000万元，差异 100万元属于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应保持“递延所得税负债”贷方余额 25 万元（100伊

25%），上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贷方余额为 75万元，本期应冲

减 50万元，即借记“递延所得税负债”50万元。根据公式，当

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

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借方发生额=500伊25%+50=175（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17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75万元。借：递延所

得税负债 50万元；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50万

元。期末将“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

际向税务部门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5. 无形资产的账务处理。

例 5：某企业 20伊5年实现利润 1 000万元。有关资产、负

债资料如下：企业当年发生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支

出 100万元，其中形成无形资产的资本化支出 80万元，费用

化支出 20万元。税法规定企业的研发支出计入当期损益的可

按实际数的 1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

成本的 150%摊销。假定无形资产按 10年摊销。20伊6年实现

利润 1 0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

20伊5年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80万元=无形资产计税基础

80万元，无暂时性差异，只有永久性差异 10万元（20伊50%）。

根据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

所得税税率=（1 000-10）伊25%=247.5（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47.5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7.5万元。期末将

“所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际向税务部

门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20伊6年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72万元=无形资产计税基础

72万元，无暂时性差异，只有永久性差异 4万元（8伊50%）。根

据公式，当期应交所得税=（当期会计利润依永久性差异）伊所

得税税率=（1 000-4）伊25%=249（万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249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9万元。期末将“所

得税费用”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及实际向税务部门

交税的会计分录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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