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现行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抵销分录中不涉及所得税的抵减处理，本文拟就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固定资产内

部交易当期和以后期间的所得税抵减处理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中牵涉的关联方交易和非关联方交易的所得税抵减问题

进行了探索，提出我国税务部门应许可企业对内部交易未实现收益的所得税进行抵减后再申报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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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

固定资产内部交易抵销的所得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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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对

企业资产内部交易的抵销处理做了规定，但是抵销的仅仅是

内部交易的税前影响，而未涉及这些业务对所得税的影响。鉴

于我国的企业合并类型主要是国家主导下的合并，在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抵销分录的过程中，固定资产的内部交易抵销处

理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仅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固定资

产内部交易抵销的所得税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固定资产内部交易未实现内

部销售利润的所得税抵减处理

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固定资产内部交易中，既涉及

交易当期内部未实现销售利润的问题，又涉及以后期间的折

旧问题，从而影响合并财务报表的利润。上述这些问题在合并

抵销的过程中都会影响所得税，所以本文拟从交易当期和以

后期间等方面对所得税的抵减问题进行分析。

企业集团固定资产内部交易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

是企业集团内部企业将自身的固定资产出售给企业集团内的

其他企业作为固定资产使用；第二种类型是企业集团内部企

业将自身生产的产品销售给企业集团内的其他企业作为固定

资产使用。这两种情况的合并抵销分录除在交易当期有所不

同外（第二种类型要多抵销交易当期销售方的主营业务成

本），其他基本一致，因此所得税的抵减处理也一致。另外，如

果不是同一控制下的交易双方，并且都是上市公司，则交易双

方可以看成是关联方，关联方交易存在着内部交易的收入确

认问题，而非关联方交易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14号———收入》的规定，在关联方交易中，已收或应收

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应当按照公允的交易价格确定

收入，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公允交易价格之间的

差额，不确认为收入。税法上也明确了以独立交易原则作为关

联方企业间转让定价的税务调整和成本分摊原则，而独立交

易原则也是以公允交易价格为基础的，如果交易价格不公允，

税务部门有权按照合理的方法将其调整为公允价格，所以这

部分差额，也不会纳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所得税。因此在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抵销分录的时候，对于这部分差额笔者认为就

不存在所得税抵减的问题。而对于交易价格为公允价格或者

低于公允价格（一般来说销售企业的销售价格会高于成本）的

情况，由于企业确认了收入，并因此计算了所得税，而对一个

企业集团整体而言，这种内部交易产生的都是未实现内部销

售利润，所以这就存在着所得税的抵减问题。下面分交易当期

和以后各期来对内部交易固定资产的所得税抵减问题进行

分析。

1. 交易当期的所得税抵减处理。在企业集团内部固定资

产交易中，销售方销售自身生产的产品给购买方作为固定资

产使用，销售方确认营业收入，反映在利润表上，并缴纳所得

税。购买方将购入产品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反映在资产负债表

期末固定资产原价中。但是从企业集团整体角度看，这只是该

固定资产的一种内部转移，并不产生利润，并且在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的

规定，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被合并方的资产和负债，应按原账面

价值进行计量。而根据税法规定，合并方接受被合并方的资产

的计税成本也应该以被合并方原账面净值为基础确认，这样，

如果销售方以高于或低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价格销售的

话，购买方购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计税价格就会产生差

异，即会产生暂时性差异。因此在合并抵销的时候，不仅要抵

销该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使固定资产的原价反映的是抵销

这部分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后的固定资产原价，而且应该将

该部分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产生的所得税予以递延。企业集

团内部的利润导致的所得税的递延，我们可以专门设置“合并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合并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来反映。

2. 以后期间折旧的所得税抵减处理。企业集团内部固定

资产合并以后期间产生的内部利润带来的所得税问题，在合

并以后年度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通常需要考虑以前年度内

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因此，也要考虑其对合并所得税的影响。

购买方在购入该固定资产以后，固定资产在使用期间的

还必须计提折旧。交易当期，该固定资产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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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在当期抵销了，因此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也应该将

期初销售方财务报表中的该固定资产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予

以抵销，而购入的固定资产仍然按照包含该未实现内部销售

利润的价格计提折旧，因此，还要抵销多计提的折旧。经过抵

销之后，使得该内部交易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恢复到以前按

不包含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原价计提的累计折旧的水平。

上述事项涉及交易以后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期初利润问题，

同时由于固定资产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存在导致计提折旧

额在内部交易发生前后也不相同，从而影响了交易以后期间

固定资产的计税价格，造成了暂时性差异，而这些也同时涉及

所得税的问题，所以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我们同样需

要将上述事项对所得税产生的影响进行抵减调整。

二、举例说明

例：元瑞公司与中华公司同为蓝天电子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2007年年初中华公司从元瑞公司购入一台其自身生产的

电子设备作为中华公司的固定资产，买价 10 000元，固定资

产在元瑞公司的原价为 8 000元，并且交易价格是公允的。元

瑞公司和中华公司都为独立申报纳税的企业。

2007年蓝天电子集团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过程中，需

将此内部交易抵销：借：营业收入———元瑞公司 10 000元；

贷：营业成本———元瑞公司 8 000元，固定资产———原价———

中华公司 2 000元。

而在此项交易后元瑞公司已将 2 000元计入收入，并计

算了相应的应纳税所得额。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过程中，

应将此交易产生的所得税予以抵减：借：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

660元（2 000伊33%）；贷：所得税费用———元瑞公司 660元。

2007年折旧费带来的所得税问题。承上例，如果该项固

定资产的使用年限为 10年，按平均年限法进行摊销，在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的抵销分录为：借：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中华公司 200元；贷：管理费用———中华公司 200元。

因此而产生的对合并所得税的影响可通过做下面的会计

分录来抵销：借：所得税费用———中华公司 66元（200伊33%）；

贷：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 66元。

以后期间此项交易利得对合并所得税带来的递延影响及

其会计处理。仍承上例，蓝天电子集团在 2008年编制合并财

务报表时，需就上例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做抵销分录：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元瑞公司 2 000元；贷：固定资

产———原价———中华公司 2 000元。

因此而产生的合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问题仍然要涉及中

华公司的期初未分配利润：借：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 660元

（2 000伊33%）；贷：未分配利润———年初———元瑞公司 660元。

折旧费用需做的合并抵销分录需要累加 2007年的折旧

额：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中华公司 400元；贷：管理

费用———中华公司 200元，未分配利润———年初———元瑞公

司 200元。

因此而引起的合并所得税问题的会计处理为：借：所得税

费用———中华公司 66元，未分配利润———年初———元瑞公司

66元；贷：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元（400伊33%）。

其中，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为今年因多提折旧费用而转

回的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以及因上年多提的折旧费用而需转

回的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

三、对固定资产所得税抵减问题的思考

目前，我国税法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的规定是：企业集

团分别以核心企业、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其他成员企业为纳

税义务人，个别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实行由行业、集团公

司汇总、合并缴税。也就是说，现在除少部分经国家税务总局

批准的企业集团可以合并缴纳所得税外，其他的母子公司一

律各自缴纳企业所得税。母子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在计

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是以各自实现的利润为基础的，而合并

财务报表中的所得税计算，是以企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实现

的利润为基础的。可见，企业集团实际的计税基础与合并财务

报表的计税基础并不一致，由此，也就引出了合并所得税问

题。而通过对合并财务报表中所得税抵减问题的分析我们可

以看出，企业集团合并所得税并非子公司和母公司个别所得

税的简单相加，而是在抵销内部收益后对所得税进行相应调

整而得到的，这样更加符合财务报表中的勾稽关系，使得合并

财务报表所反映的信息更加趋于合理化。

然而由于我国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遵循实质重于形式的

原则，在所得税合并上的考虑完全是站在实体的角度，反映的

仅仅是单个会计主体所发生的所得税费用，没有就合并会计

的所得税进行考虑，财务报表（特别是利润表）项目之间的勾

稽关系得不到有效体现，也使得很多会计工作者忽略了合并

中的所得税问题，并且我国税法还没有对合并所得税的申报

和缴纳做出相关的规定。因此笔者设想，我国的会计准则是否

也应该对这部分内容有所涉及并进行相应的规范处理呢？同

时我国税务部门是否也应该允许合并企业编制这样一份合并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且制定相关的税法，允许企业按照合并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缴税呢？为了方便税务人员根据该纳税申

报表征税，该纳税申报表不仅应包括所有内部交易的抵销分

录，而且应包括抵销中的“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合并递

延所得税负债”的合计数，以及本期的所得税费用和应交的所

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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