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我国现行税法的规定，企业集团所得税有分别申报

缴纳和合并申报缴纳两种方式。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对企业集

团所得税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其重点都是研究分别申报缴纳

方式下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企业集团所得税问题。为此，本文

将针对不同纳税方式下未实现损益的涉税处理问题进行深入

的探讨。

一、所得税缴纳基础的比较

在合并申报缴纳方式下，企业集团缴纳所得税不受企业

集团各成员企业均为独立法律主体这一事实的限制，在各成

员企业个别会计报表的基础上汇总和抵销内部交易后，把整

个企业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纳税主体，进行所得税的申报和

缴纳。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益在其发生的会计分期不计

入企业集团纳税基础，而是在其转变为已实现损益的会计分

期计入企业集团纳税基础。在分别申报缴纳方式下，企业集团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只是为了反映其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企业集团中每个成员企业均为独立的纳税主体并单独进

行所得税的申报和缴纳，因此内部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益在

其发生的会计分期计入销售方纳税基础，也就是在其发生的

会计分期计入企业集团纳税基础。

由于未实现损益在不同纳税方式下其所得税的缴纳存在

差异，因此它在不同纳税方式下对企业集团所得税缴纳基础

的影响是不尽相同的，现举例分析。

例1：某企业集团2001年母公司利润为100万元，除此之外

母子公司的利润都为零，2001年母公司销售存货给子公司产

生的利润为100万元，子公司于2002和2003年每年各出售该存

货的50%给企业集团以外的企业，未实现利润是引起不同纳

税方式下企业集团纳税基础产生差异的惟一因素。

未实现利润在不同纳税方式下对企业集团所得税缴纳基

础的影响见表1。

由表1可以得出：淤在产生未实现利润的会计分期，未实

现利润使企业集团合并申报缴纳方式的纳税基础比分别申报

缴纳方式的少，其值等于未实现利润的发生额。于在未实现利

润转变为已实现利润的会计分期，未实现利润使企业集团合

并申报缴纳方式的纳税基础比分别申报缴纳方式的多，其值

等于当期未实现利润转变为已实现利润的数额。盂当未实现

利润未全部转变为已实现利润时，未实现利润使企业集团合

并申报缴纳方式的累计纳税基础比分别申报缴纳方式的少，

其值等于尚未转变为已实现利润的未实现利润数额；当未实

现利润全部变为已实现利润时，未实现利润不会导致不同纳

税方式下企业集团累计纳税基础产生差异。

例2：某企业集团母公司2001 ~ 2003年利润为零，子公司

2001年利润为零，2002年与2003年利润都为50万元，2001年母

公司销售存货给子公司产生的亏损为100万元，子公司于2002

和2003年每年各出售该存货的50%给企业集团以外的企业，

未实现亏损是引起不同纳税方式下企业集团纳税基础产生差

异的惟一因素。

未实现亏损在不同纳税方式下对企业集团所得税缴纳基

础的影响见表2。

由表2可以得出：淤在产生未实现亏损的会计分期，未实

现亏损使企业集团合并申报缴纳方式的纳税基础比分别申报

缴纳方式的多，其值等于未实现亏损的发生额。于在未实现亏

损变为已实现亏损的会计分期，未实现亏损使企业集团合并

申报缴纳方式的纳税基础比分别申报缴纳方式的少，其值等

于当期未实现亏损转变为已实现亏损的数额。盂在未实现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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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集团所得税不同缴纳方式下

未实现损益的涉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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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集团所得税有分别申报缴纳和合并申报缴纳两种方式。本文在现行会计处理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纳税方

式下未实现损益的涉税处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未实现损益 缴纳基础 所得税费用 未实现利润 未实现亏损

阴窑60窑财会月刊渊会计冤 援



损还没有全部转变为已实现亏损的会计分期，未实现亏损使

企业集团合并申报缴纳方式的累计纳税基础比分别申报缴纳

方式的多，其值等于尚未转变为已实现亏损的未实现亏损数

额；当未实现亏损全部转变为已实现亏损时，未实现亏损不会

导致不同纳税方式下企业集团累计纳税基础产生差异。

二、所得税费用的比较

新会计准则要求上市公司从2007年1月1日起采用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企业集团，作为我国企业的领航力

量，更应该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合并申报缴纳

方式是把整个企业集团作为一个纳税主体进行所得税申报和

缴纳，申报时抵销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对企业集团所得税费

用不产生影响。在分别申报缴纳方式下，企业集团中各成员企

业分别缴纳所得税，但为了反映其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在个别会计报表的基础上进行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所得税

的处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未实现损益的发生及其转变为

已实现损益从两个方面影响企业集团所得税费用：淤未实现

损益的发生通过影响企业集团的纳税基础而影响其所得税费

用。于未实现损益属于暂时性差异，其发生和转变为已实现损

益都要对企业集团所得税费用进行调整。从上述情况来看，未

实现损益在不同纳税方式下对企业集团所得税费用有不同的

影响，下面继续沿用例1和例2来分析在不同纳税方式下未实

现损益对企业集团所得税费用影响的异同。

在例1中，未实现利润在不同纳税方式下对企业集团所得

税费用的影响见表3。

在例2中，未实现亏损在不同纳税方式下对企业集团所得

税费用的影响见表4。

由表3可以得出：未实现利润的发生及其转变为已实现利

润不会导致不同纳税方式下企业集团年所得税费用和累计所

得税费用产生差异。

由表4可以得出：未实现亏损的发生及其转变为已实现亏

损不会导致不同纳税方式下企业集团年所得税费用和累计所

得税费用产生差异。

三、所得税缴纳时间的比较

在合并申报缴纳方式下，未实现利润是在其转变为已实

现利润的会计分期由企业集团统一缴纳所得税。在分别申报

缴纳方式下，未实现利润是在其产生的会计分期由企业集团

中销售企业缴纳所得税。因此，未实现利润会引起企业集团在

合并申报缴纳方式下比在分别申报缴纳方式下前期所得税缴

纳的少。

在合并申报缴纳方式下，未实现亏损是在其实现的会计

分期减少企业集团缴纳的所得税。在分别申报缴纳方式下，

未实现亏损是在其产生的会计分期减少企业集团中销售企

业所得税的缴纳。因此，未实现亏损会引起企业集团在合并

申报缴纳方式下比在分别申报缴纳方式下前期所得税缴纳

的多。

四、小结

在企业集团的不同所得税缴纳方式下，由于未实现损益

在所得税缴纳及会计处理上的不一致，使其在企业集团所得

税缴纳基础、所得税费用和缴纳时间上不尽相同，现将其异同

概括如下：

1. 未实现损益的发生及其转变为已实现损益使不同纳

税方式下企业集团年纳税基础产生差异；在未实现亏损还没

有全部转变为已实现亏损的会计分期，未实现损益使不同纳

税方式下企业集团累计纳税基础产生差异；当未实现损益全

部转变为已实现损益时，未实现损益不会导致不同纳税方式

下企业集团累计纳税基础产生差异。

2. 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未实现损益的发生及其转变

为已实现损益不会导致不同纳税方式下企业集团年所得税费

用和累计所得税费用产生差异。

3. 在产生未实现利润的情况下，合并申报缴纳方式有前

期少缴纳所得税的好处 ；在产生未实现亏损的情况下，情形

刚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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