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企业会计制度》对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纳税调整规定

得较为具体，而对对外捐赠固定资产的纳税调整涉及很少，笔

者拟介绍一种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所得税纳税调整的简

便计算方法。

1.《小企业会计制度》和税法中关于对外捐赠固定资产

纳税调整的规定。《小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小企业发生的与其

生产经营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支出，如固定资产盘亏、处置固定

资产净损失等，在“营业外支出”科目中核算。

税法规定，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应分解为按公允价

值视同对外销售和捐赠两项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小企业对

外捐赠固定资产应视同销售，计算缴纳流转税及所得税。捐赠

行为所发生的支出，除符合税法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在

按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范围内税前扣除外，其他捐赠支

出一律不得在税前扣除。也就是说，小企业因会计规定与税法

规定就捐赠固定资产应计入损益的金额不同而产生的差异为

永久性差异，应按照当期应交的所得税确认为当期的所得税

费用。

2. 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所得税纳税调整的一般方

法。小企业在计算捐赠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在按照会计

规定计算的利润总额基础上，加上因捐赠固定资产产生的纳

税调整金额，即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该纳税调整金额的计算

公式如下：因捐赠固定资产产生的纳税调整金额=按税法规

定认定的捐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按税法规定认定的捐

出固定资产资产原价-按税法规定已计提的累计折旧）-捐赠

过程中发生的清理费用及缴纳的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

除所得税以外的相关税费+因捐赠事项按会计规定计入当期

营业外支出的金额-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

赠金额。

3. 小企业对外捐赠固定资产所得税纳税调整的简便计

算方法。计算公式如下：因捐赠固定资产产生的纳税调整金

额=按税法规定认定的捐出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税法规定

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金额。

为什么公式变得简单了？先看看《小企业会计制度》对对

外捐赠固定资产是如何进行账务处理的。首先，捐赠转出固定

资产，应按净值转入固定资产清理。借：固定资产清理，累计折

旧；贷：固定资产。其次，将清理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及应交税金

计入固定资产清理。借：固定资产清理；贷：银行存款。最后，将

固定资产清理净损失转入营业外支出。借：营业外支出；贷：固

定资产清理。

从以上的账务处理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清理净损失已经

转入“营业外支出”账户，在计算会计利润时作了扣除，但按税

法规定不能税前扣除，所以计税时还要加回来。对外捐赠固定

资产视同按公允价值对外销售，计税时应将会计利润加上该

“销售额”，且从“销售额”中把税法允许扣除的各项费用扣除，

而各项费用即是因清理该固定资产发生的净损失，也就是计

入营业外支出的金额。一方要加回来，一方要再扣除，两者相

抵，因捐赠固定资产纳税所需调整金额就变成了该项固定资

产的公允价值。当然，税法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金

额要从中再扣除。

例：甲公司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2005年10月将一台

固定资产直接捐赠给乙公司，甲公司2000年12月取得该固定

资产的实际成本为150万元，按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年

限为10年，预计净残值为0。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预计净

残值及折旧方法与会计规定相同。捐赠过程中用银行存款支

付固定资产清理费用0.6万元。假定未发生与捐赠行为相关的

其他税费。捐赠时该固定资产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公允价值为

80万元，2005年甲公司会计上的利润总额为1 200万元。

（1）按普通方法计算该年应税所得=1 200+［80-（150-

72.5）-0.6］+78.1-0=1 280（万元）。其中，该项固定资产已计

提折旧=150衣10伊4+150衣10衣12伊10=72.5（万元），清理该固定

资产计入营业外支出的净损失=150-72.5+0.6=78.1（万元）。

（2）按简便方法计算该年应税所得=1 200+80-0=1 280

（万元）。

可以看出，两种计算方法得到的该年应税所得额是相同

的，但后者计算过程更简便。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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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支机构，在国外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销售母公司的出口商

品、汇回货款等，实质是属于母公司延伸业务的经营活动，其

本身很少存在独立的经济业务，所以这时并不要求着重考核

子公司自身的经营业绩，因此选用时态法是适合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规定对会计要素可采用历

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也

就是说企业的资产、负债项目计量采用混合计量模式，而时态

法保持了计量外币项目的原有属性，所以，不论外币项目原来

采用何种计量属性，用时态法折算后的项目保留了原来的计

量属性，不会出现同种类或同一批次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

用不同的汇率折算的矛盾。

尽管时态法能适应新准则多种计量属性的要求，也比较

适合于当前我国跨国公司所处的会计环境，但是，计量属性的

多样性同样带来了计算的复杂性。我国的跨国公司只是一小

部分，我国会计实务又倾向于采用简单的会计处理方法，这可

能是新准则将现行汇率法规定为唯一折算方法的主要原因。

既然基本准则规定了多种计量属性，而采用现行汇率法

折算会与采用多种计量属性计价产生诸多矛盾。所以笔者认

为，我国应借鉴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外币报表折算方法，根

据境外经营实体的不同环境条件，运用功能货币的概念，允许

时态法与现行汇率法并存。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