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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了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所采取的会计政策，比较了各会计政策的区别，剖析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

理论内涵及应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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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政策选择的理论分析

在 2006年 2月 15日《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

税》（简称“所得税准则”）颁布之前，企业所得税会计核算可采

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纳税影响会计法又分为递

延法和债务法。所得税准则要求企业选择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核算企业所得税。本文将从新旧会计政策的区别入手，从理论

角度剖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主要内涵。

一、递延法与债务法的区别

1. 递延法与损益表债务法的区别。债务法可分为损益表

债务法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企业会计制度》选择的是损益

表债务法，所得税准则选择的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递延法强调利润总额与所得税费用的配比，即当期的所

得税费用等于当期利润总额乘以当期所得税税率。在递延法

下，先确定当期的所得税费用，然后再确定由于暂时性差异引

起的递延借项或贷项，且递延借项或贷项不满足资产或负债

的定义。递延法侧重于利润表，故又称为利润表法。

损益表债务法强调先确定由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不

同而产生的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及由此而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然后再确定所得税费用。损益表债务法从利润总额与应

纳税所得额的差异来定义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确认的

递延税款没有区分递延资产和递延负债。

2. 损益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区别。所得税准

则要求，先确定由于资产或负债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同

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及由此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

所得税负债，然后再确定应列入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该债

务法侧重于资产负债表，故称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损益表债

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主要区别是：淤损益表债务法强

调从利润总额与应纳税所得额不同来定义差异，由于会计和

税法确认利润的时间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称为时间性差异，由

于会计和税法确认利润的口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称为永久性

差异。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从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

基础的不同来定义差异，即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与时间性差异、永久性差异既有区别也有联

系：淤所有的时间性差异都是暂时性差异，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在未来可以转回；但暂时性差异比时间性差异的范围要大。

于永久性差异在未来不可转回，因此永久性差异不会形成暂

时性差异。

当所得税税率一直保持不变，且不存在除时间性差异之

外的其他暂时性差异时，递延法与债务法的计量结果是一致

的，但两者的理论内涵不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先在资产负债

表中定义和确认由于暂时性差异而产生的递延所税资产或递

延所得税负债，然后定义和确认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这与

递延法的处理方式不同。

二、资产负债观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选择

1. 资产负债观的发展。收益的确定有两种方法，即收入

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收入费用观认为，当期的会计收益（利

润）等于收入减去费用；资产负债观认为，当期的会计收益

（利润）等于期末净资产减去期初净资产扣除资本性交易后的

余额。

从复式簿记产生到西方工业革命前这一段时期内，收益

的确定采用资产负债观，西方工业革命后收益的确定多采用

收入费用观。近些年来，一些会计准则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资产

负债观。从 1978年起，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从资

产负债观的角度，发布了关于会计目标以及资产和负债的定

义等一系列公告。2004年 7月，FASB响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对会计准则改革的呼吁，明确以资产负债观取代收

入费用观。这一系列公告的发布确立了资产负债表在财务报

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资产负债观亦取代了收入费用观的主

流地位。现行的美国会计准则体系和国际会计准则体系都倡

导全面的资产负债观。在资产负债观下，会计准则制定者在制

定规范某类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准则时，应首先定义并规范由

此类交易或事项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计量；然后，再根据所定

义的资产或负债的变化来确认收益。资产负债观使利润表成

为资产负债表的附属产物。

在资产负债观下，首先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计量。当资产的

价值增加或是负债的价值减少时会产生收益，即期末净资产

（资产减去负债）与期初净资产的差额（不包括业主投资或派

给业主款造成的净资产变动，即资本性交易除外）为该会计期

间的会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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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观下确定的会计收益属于该会计期间企业产生

的全面收益，既包括已实现的收益又包括未实现的收益。企业

会计准则对未实现的收益作了如下处理：淤以公允价值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等产生的未实现收益计入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利润表中反映；于其他未实现收益作为

应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处理，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

2. 资产负债观下企业所得税核算的会计政策选择。我国

企业会计准则着眼促进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在确认、计量和

财务报表结构方面，确立了资产负债表观的核心地位（王军，

2006）。《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简称“基本准则”）从经

济利益流入或流出的角度来定义资产和负债，其他四个会计

要素的定义都是以资产和负债为基础来定义的。比如“所有者

权益”是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是资

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

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

益的总流入。“费用”是指企业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

者权益减少的、与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收入和费用是根据所有者权益定义的，而所有者权益又是根

据资产和负债定义的，所以收入和费用实质上是根据资产和

负债定义的。由此可见，我国基本准则确立的是资产负债观的

主导地位。

会计准则应当是一个“连贯、协调、内在一致”的体系，因

此，具体会计准则的会计政策选择必须以基本准则为纲，必须

符合基本准则的逻辑及理论内涵，即具体会计准则（如所得税

准则）也应当全面体现资产负债观，在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

量、财务报告等环节全面确立资产负债观的主导地位。所得税

准则选择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先确认资产负债表中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然后再确认利润表中的所得税

费用，这符合基本准则先定义资产和负债，其他会计要素根据

资产和负债来定义的逻辑。

三、暂时性差异及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1. 暂时性差异的分类与计量。

（1）某一时点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或负债的

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时，利润总额大于应纳税所得额，该

差额称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由于利润总额大于应纳税所得

额的差额应该于未来纳税，即该差额将来会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因此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2）某一时点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或负债的

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时，利润总额小于应纳税所得额，该

差额称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由于现在应纳税额多，而将来应

纳税额少，即该差额会减少未来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因此应确

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以上两种情况中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

负债是指某一时点的金额，即余额。因此，本会计期间递延

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的发生额，应当等于该时

点账户余额减去期初余额。由于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要与暂时

性差异的影响项目相配比，因此，当影响利润总额或应纳税

所得额的暂时性差异被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

负债时，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也即确认为所得税

费用。

2. 特殊的暂时性差异。某些情况下，暂时性差异既不影

响利润总额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从会计等式的角度来

看，则该暂时性差异可能会产生以下影响：淤所有者权益增

加，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于所有者权益减少，资产减少或负

债增加；盂资产（或负债）的一增一减；榆资产和负债的同增或

同减。

（1）影响所有者权益的暂时性差异。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上升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也会增加，但计

税基础不变，因此会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该暂时性差异既

不影响利润总额，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但影响所有者权

益，会使所有者权益增加。由于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要与暂时性

差异的影响项目相配比，因此确认该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为递

延所得税负债的同时，递延所得税应确认为所有者权益。

（2）企业合并中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将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企业合并的会计政策有权益结合

法和购买法。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选择权益结合法核算，不

产生新的计税基础，因此被并入资产和负债按原账面价值入

账，在税法规定是免税合并的情况下，被并入资产和负债的计

税基础是原账面价值，不产生暂时性差异。非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选择购买法核算，被并入资产和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

在免税合并的情况下，被并入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

税基础之间会产生暂时性差异。如果该暂时性差异影响商誉，

则将该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的同时，递延所得税应当确认为对商誉的影响，即增加或减少

商誉。

（3）暂时性差异在未来会计期间可以转回，但并不是所

有的暂时性差异都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

债。当暂时性差异只影响一项资产或负债时（企业合并除外），

如果将该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

债，则递延所得税应当确认为对该资产或负债的影响。那么，

该暂时性差异影响的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仍然

有差异，如果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会使

这个过程不断循环下去，这显然不符合历史成本原则。因此，

所得税准则对除企业合并外既不影响利润总额也不影响应纳

税所得额的暂时性差异不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

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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