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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产生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

其计税基础，二是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但是，笔

者认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负债的账面价值不可能小于其计

税基础，即负债不可能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负债的账面价

值为企业预计在未来期间清偿该项负债时的经济利益流出，

而其计税基础代表的是账面价值在扣除税法规定未来期间

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之后的余额。要使负债的账面价值小于

其计税基础，则根据税法规定，未来期间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

必须为负数，从而调增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也就是说，企业在未来由于清偿负债反而给企业

带来了收入，这不符合负债的定义，而且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也

不可能发生。下面以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几项负债为例进行具

体说明。

1.预计负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

的规定，企业对于预计提供售后服务将发生的支出在满足有

关确认条件时，在销售当期即应确认为费用，同时确认预计负

债。如果税法规定与销售产品相关的支出应于发生时扣除，则

其计税基础为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税法规定费用

支出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定税前扣除时点，则该预计负债

的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可见，预计负债只可能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根据配比

性原则，经济利益在当期已经流入企业，未来清偿时不会给企

业带来任何经济利益的流入。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按税法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为其实际发生的费用支出金额，

其不可能为负数，所以不可能增加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也就不

可能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例 1：A企业 2008年因销售产品承诺提供 1年的保修服

务，在本年的利润表中确认了 100万元销售费用，同时确认了

预计负债，当年未发生保修支出。按税法规定，与产品售后服

务相关的费用在实际发生时允许税前扣除。

分析：该项预计负债在 2008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为

100万元，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按照税法可予抵扣的金额=100-100=0。由此产生了 100万

元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 预收账款。一般情况下预收账款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但在某些情况下，因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未

确认为收入的预收款项，按照税法规定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

得额，有关的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为零，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虽然根据配比性原则确认的经济利益属于未来期间，会增

加企业未来的会计利润，但是该经济利益已经计入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企业在未来期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实质上的经济

利益。可见，预收账款的金额即为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定可予

抵扣的金额，其不可能为负数，所以不会增加未来的应纳税所

得额，也就不可能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例 2：B公司于 2008年 12月 25日收到客户的一笔预付

款，金额为 1 000万元，会计上作为预收账款核算。按税法规

定，该款项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分析：该项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预计可

抵扣金额=1 000-1 000=0，其账面价值为 1 000万元，产生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 1 000万元。

3. 应付职工薪酬。会计准则规定，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

的服务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均应作为企

业的成本费用，在未来支付之前确认为负债。税法对于合理的

职工薪酬支出允许税前扣除，税法规定了税前扣除标准的，按

照会计准则规定计入成本费用的金额超过规定标准的部分，

应进行纳税调整。

应付职工薪酬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因为应付职工薪酬

已计入主营业务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等，其只影响当期

的应纳税所得额，当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入成本费用的金额

超过规定标准的部分，应调增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对未来应纳

税所得额没有影响，从而也就不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例 3：C企业于 2008年 12 月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工资

金额为 1 000万元，到 12月 31日尚未支付。按照税法规定可

于税前扣除的合理部分为 800万元。

分析：该项应付职工薪酬的账面价值为 1 000万元，计税

基础为 800万元，不产生暂时性差异。

4. 其他负债。同理，其他负债如企业应交的罚款和滞纳

金等，也不会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另外，企业在未来期间因债务重组而获得收入，进而影响

当期损益，增加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但不能说企业是因为清偿

负债而给企业带来实质性收益，应调增企业的应纳税所得

额。这是因为：其一，企业不可能在确认负债时就预测到未来

会发生债务重组，否则企业的债权人不会与其发生债务关系；

其二，债务重组收入计入营业外收入，该收入是由债务重组这

一业务或事项产生的，而不是由负债产生。债务重组收入按照

配比性原则属于未来期间而非当期，其费用也属于未来期

间。茵

阴窑66窑财会月刊渊会计冤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