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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会计准则下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

高 旸

渊辽东学院 辽宁丹东 118001冤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基本理念。本文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

并举例说明。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暂时性差异

一、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即从资产负债表出

发，通过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将两者之

间的差异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定

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与递延所得税资产，并在此基础上确

定每一会计期间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企业核算所得税主要是为确定当期应交所得税以及利润

表中应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由当期应

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部分构成，计算思路如下：

1. 计算当期所得税，即应交所得税。仍以会计利润为基

础，按照税法规定进行调整，计算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再乘

以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确定。其中调整的金额为会计处理

与税收处理之间的差异，包括永久性差异和暂时性差异。前者

与原做法相同，而暂时性差异在调整时则不能简单地相加减，

因为暂时性差异是由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

差计算而来，反映的是期末时点暂时性差异的累计数。第一年

计算的暂时性差异可以直接调整利润，因为它代表了当期成

本费用或收入的发生额（资产、负债的确认会引起成本费用或

收入的变动），而以后年度期末计算的暂时性差异必须减去期

初的暂时性差异才可以调整利润。

2. 计算递延所得税，即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当期发生额。应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的期末余额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和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末余额，然后扣除期初余额的差额确定

当期发生额，并调整当期所得税费用。用公式表示为：递延所

得税=（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原递延所得税负债期

初余额）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伊所得税税率原递延所得税资产

期初余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原递延所得税负债期

初余额）原（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原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

余额）。

3. 确定所得税费用，即由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相加

减确定。用公式表示为：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

税费用（原递延所得税收益）=当期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负债期末余额原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原（递延所得税资

产期末余额原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余额）。

用会计分录表示为：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

该笔会计分录只代表一种情况，即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

的期末余额大于期初余额，贷记递延所得税负债、借记递延所

得税资产，表示增加暂时性差异，增加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

而当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的期末余额小于期初余额时，则借

记递延所得税负债、贷记递延所得税资产，表示转回暂时性差

异，即增加、抵扣转回期的应纳税额。

二、所得税会计核算方法举例

假设各年实现的会计利润均为100万元，各年所得税税率

均为33%。

1.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不同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例1：甲企业于2006年12月31日购入一台机器设备，成本

为42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6年，预计净残值为0。会计上采用

直线法，计税时采用年数总和法，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及净残

值与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同（见表1）。

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差也代表了会计折旧费

用与计税折旧费用之差，所以可用暂时性差异调整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2007年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可直接调整，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应冲减会计利润。2008年及以后年度产生的暂时性差

异是累计数，在冲减会计利润基础上，再加上年的暂时性差异

计算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暂时性差异乘以所得税税率即

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再减去上年余额即为递延所得税负

债当期贷方发生额，表示负债增加数，并增加当期所得税费

用；若为负数则为递延所得税负债借方发生额，表示暂时性差

异的转回，增加转回期应纳税额。

2. 存货计提跌价准备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例2：甲公司2007年年末存货成本为50万元，首次计提了

存货跌价准备8万元，2008年年末存货成本为100万元，“存货

跌价准备”余额为20万元，2009年年末存货成本为80万元，“存

货跌价准备”余额为10万元（见表2）。

存货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差也代表会计确认的资

产减值损失与税法不允许在资产发生实质性损失前确认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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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所以可用暂时性差异调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2007年产生

的差异可直接调整利润，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调增会计利润，

2008年及以后年度产生的暂时性差异是累计数，在调增会计

利润基础上再减去上年的暂时性差异计算当年的应纳税所得

额。用暂时性差异乘以所得税税率即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

余额，再减去期初余额即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当期借方发生额，

表示资产的增加数，并冲减当期所得税费用；若为负数则为递

延所得税资产贷方发生额，表示暂时性差异的转回，冲减转回

期应纳税额，本例中2009年递延所得税资产为-2.5万元，说明

发生了实质性损失10万元，税法允许扣除。

3. 确认预计负债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例3：甲公司2007年年末为销售产品提供了保修服务，确

认预计负债8万元，2008年发生了保修费用7万元，年末又确认

预计负债9万元，预计负债的年末余额为10万元（见表3）。

企业确认预计负债时，同时计入销售费用，而税法规定于

实际发生保修费用时方可税前扣除。因此，2007年预计负债的

计税基础为0，即账面价值8万元与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额8万

元之差。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差也表示会计

与税法对于销售费用确认的差异，所以可用暂时性差异调整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用暂时性差异乘以所得税税率即为递延

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再减去期初余额即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当期借方发生额，表示资产的增加数，并冲减当期所得税费

用；若为负数则为递延所得税资产贷方发生额，表示暂时性差

异的转回，冲减转回期应纳税额，本例中2008年发生了保修费

用7万元，即转回7万元差异。

4. 对于预收账款的确认，会计与税法规定不同时产生的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例4：甲公司于2007年12月收到一笔预收账款20万元，因

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将其作为预收账款核算。假定按照税法

规定，该款项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交纳所得税。2008

年6月发货，货款20万元，不考虑增值税（见表4）。

该预收账款在2007年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会计利润中

不包括该笔收入，而税法要求纳税，因此应在会计利润100万

元的基础上加20万元，2007年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为0，即账

面价值20万元与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额20万元的差额，账面

价值大于计税基础形成20万元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该差异乘

以所得税税率即为递延所得税资产5万元。2008年会计利润包

括了该笔收入，而纳税时可以扣除，减少转回期间的应纳税

额。因2008年转销了预收账款，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0，所以

需将5万元的借方余额予以转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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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成本

累计会计折旧

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

累计计税折旧

固定资产计税
基础

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

应纳税所得额

贷院应交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负
债余额

贷院递延所得税负
债渊括号为借方冤

借院所得税费用

100-5

=95

2-1.25

=0.75

2.25-2

=0.25

2-2.25

=（0.25）

1.25-2

=（0.75）

0-1.25

=（1.25）
1.25

100-8+5

=97

100-9+8

=99

100-8+9

=101

100-5+8

=103

100-0

+5=105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42 42 42 42 42 42

7 14 21 28 35 42

35 28 21 14 7 0

30 20 12 6 2 0

5 8 9 8 5 0

31.35 24.25 24.75 25.25 25.75 26.25

1.25 2 2.25 2 1.25 0

32.6 25 25 25 25 25

12 22 30 36 40 42

项 目

表 1

项 目

存货账面价值

存货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

贷院应交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借院递延所得税资产
渊括号为贷方冤

借院所得税费用

2007年

42

50

8

100+8=108

35.64

2

2

35.64-2=33.64

2008年

80

100

20

100+20-8=112

28

5

5-2=3

28-3=25

2009年

70

80

10

100+10-20=90

22.5

2.5

2.5-5=渊2.5冤

22.5+2.5=25

表 2

项 目

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预计负债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

贷院应交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借院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院所得税费用

2007年

8

0

8

100+8=108

35.64

2

2

35.64-2=33.64

2008年

10

0

10

100+10-8=102

25.5

2.5

2.5-2=0.5

25.5-0.5=25

表 3

项 目

预收账款账面价值

预收账款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

贷院应交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

借院所得税费用

2007年

20

20-20=0

20

100+20=120

39.6

5

5

39.6-5=34.6

2008年

0

0

0

100+0-20=80

20

0

0-5=渊5冤

20+5=25

借院递延所得税资产

渊括号为贷方冤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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