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化的条件下，也会造成资产负债表数据的混乱。事实上，很

多企业为了防止出现差错，保证往来关系的清晰，对于同一家

往来单位的应收款和预收款往往是在同一个科目中核算的，

即单位选择在“应收账款”或“预收账款”科目中进行核算，期

末余额在借方即为应收账款，在贷方即为预收账款。因此，笔

者认为，应该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将“工程施

工”科目余额与“工程结算”科目余额的差额列示在资产负债

表的“应收账款”项目或者“预收账款”项目内，从而使企业资

产负债表的编制更加简便易行，所反映的内容更加真实、合

理，容易理解。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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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以下简

称“所得税准则”）所采用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存在以下三点

不足并需改进：

1. 当期税率变动时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处理。所得税准

则要求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本期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对未来

所得税的影响金额采用预期清偿递延所得税负债或收回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适用税率计量，但在税率变动当期需要对递延

所得税的账面余额进行调整。

笔者认为，该处理将由于税率变动应调整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或负债账面余额的金额作为税率变动当期所得税费用

（或收益）的调整（除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产生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调整金额应计入所有

者权益外），不能实现税前会计利润与所得税费用之间的配

比。此外，当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账面余额的调整金额较大

时，可能会使税率变动当期调整后的递延所得税性质发生改

变，调整后的所得税费用金额较大或转化为所得税收益，使所

得税税率变动当期的所得税会计信息难以理解。因税率变动

应调整的递延所得税账面余额的金额实质为以前期间多计或

少计的所得税费用，根据配比原则应调整税率变动当期的期

初未分配利润。因此，在税率变动当期，应按本期应交所得税

与本期发生的应纳税（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

额之和（或差）计算的金额，借记“所得税费用”科目；按本期应

交的所得税，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科目；按应调增

（或调减）的以前期间所得税费用，借（或贷）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科目；按其差额（本期发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负债按税率变动调整后的金额），借（或贷）记“递延所得税资

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

2. 未来税率变动可预计时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处理。采

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时，若企业能够预计本期发生的暂时性

差异在未来转回期间的所得税税率，则暂时性差异可按预计

未来转回期间的所得税税率计算其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该

处理的依据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符合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在税率变动时需

要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账面余额进行调

整，因此可提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即本

期发生的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既可采用现行税率计

算，也可采用未来转回期间的税率计算，但所得税准则及其应

用指南并未具体说明可供选择的情况及处理方法。

笔者认为，应按谨慎性原则分四种情形处理：淤若预计未

来税率增加，且本期发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

负债时，从本期开始采用未来税率计算属于提前确认负债，符

合谨慎性原则，较采用现行税率合理；于若预计未来税率增

加，且本期发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时，从

本期开始采用未来税率计算属于提前确认资产，相对于未来

可能产生的应税所得而言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应采用现行税

率计算；盂若预计未来税率降低，且本期发生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时，从本期开始采用未来税率计算属

于提前确认资产，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应采用现行税率计算；

榆若预计未来税率降低，且本期发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

递延所得税资产时，从本期开始采用未来税率计算属于提前

确认负债，符合谨慎性原则，比采用现行税率合理。

3. 未来转回期间的应税所得影响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

处理遥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通常适用于对所有暂时性差异的会

计处理，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能否在

转回期间的应税所得前扣除，取决于转回期间是否有足够的

应税所得。为谨慎起见，所得税准则要求在能够可靠预计转回

暂时性差异的时期内有足够的应税所得时，本期产生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才能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

产，否则不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笔者认为，该处理仅根据产生期间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总额与转回期间的应税所得总额进行比较就确定是否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不够合理，应分三种情况处理：淤若预计转回

期间很可能取得足够的应税所得，表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经

济利益能够全部实现，则应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将全部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于若预计转回期间很可能取得应税所得但不足以抵扣产

生的全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则应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预

计转回期间的应税所得相应的所得税影响金额，确认为递延

所得税资产；将预计转回期间的应税所得低于全部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差额作日常备查登记，并按所得税准则的规定在

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该情况使能够从应税所得中抵扣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部分符合资产的定义，也

符合实务中的做法。盂若预计转回期间不会取得应税所得，则

不应将产生的全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确认为递

延所得税资产，应作日常备查登记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

披露。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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