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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投资者，对投资者取得的上述收入应

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扣缴个人所得税。

对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清算所得有所不同。根据国

务院的决定，从 2000年 1月 1日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

业不再缴纳企业所得税，只对投资者个人取得的生产经营所

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清算时应当视为年度生产经营所得，

由投资者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该清算所得是指纳税人清算

时的全部资产或财产的公允价值扣除清算费用、损失、负债、

企业留存的利润后，超过实收资本的部分。

企业因合并或分立需要解散的，也同样涉及清算，其合

并、分立的个人所得税处理：企业合并、分立过程中，对职工个

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仅作为分红依据，不拥有所有权的企业

量化资产，暂缓征收个人所得税，待个人将股份转让时,就其

转让收入额，减除个人取得该股份时实际支付的费用和合理

转让费用后的余额，按“财产转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对职工个人以股份形式取得的企业量化资产参与企业分配而

获得的股息、红利，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计征个人

所得税。

另外，《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被撤销金融机构有关

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41号）的规定，对被撤销

金融机构接收债权、清偿债务过程中签订的产权转移书据，免

征印花税。对被撤销金融机构用财产来清偿债务时，免征被撤

销金融机构转让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等应缴纳的增值税、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土地增值税。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

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

间销售商品或其他方式形成的固定资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

销售损益，以及对固定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与未实现内部销

售损益相关的部分应当抵销。但因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导致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按照税法

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如何在合并财

务报表中处理，新会计准则中并未明确规定。本文结合实例，

对企业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因销售商品形成的固定资产

计提的减值准备的抵销及所得税处理问题进行探讨。

一、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大于抵销前账面价值和抵销后

账面价值

固定资产抵销前账面价值是指企业集团内部购入方从企

业集团内部销售方购入而确认的固定资产原值（即内部销售

方售价）减内部购入方计提的累计折旧和减值准备后的余额；

抵销后账面价值是指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后的固定资产

原值（内部销售方的实际成本）减按实际成本计提的累计折旧

和企业集团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后的余额。固定资产可收回金

额小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表明固定资产发生减值损失，应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

计期间不得转回。

A公司控制 B公司，2008年 12月 20日 A公司将自行生

产的产品销售给 B公司，产品售价为 90万元，产品成本为 60

万元。B公司购入的产品已交付管理部门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假定该固定资产净残值为 0，折旧年限为 5年，会计与税法均

按直线法提取折旧。该固定资产 2009年末可收回金额为 73

万元，2010年末可收回金额为 45万元，2011年末可收回金额

为 19万元，2012年末可收回金额为 13.5万元。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 25%。

2008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处理。企业集团内部一

方将生产的产品销售给企业集团内部另一方作为固定资产使

用，从企业集团的角度看，其实质是企业集团内部自行建造固

定资产。因此，2008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抵销 A公司

销售商品形成的固定资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30

万元。编制的抵销分录为：借：营业收入 90万元；贷：营业成本

60万元，固定资产———原价 30万元。

B 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上列示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90万元，其计税基础也为 90万元，不产生暂时性差异。但从

企业集团的角度看，因抵销固定资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

售利润为 30万元，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60万元，因此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0万元，合并资产负债

表中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7.5万元（30伊25%），同时调整合

并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编制的抵销分录为：借：递延所得

税资产 7.5万元；贷：所得税费用 7.5万元。

2009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处理。2009年，B公司计

提折旧 18万元（90衣5），年末抵销前账面价值为 72万元。从企

业集团的角度看，2009年应计提折旧 12万元（60衣5），年末抵

销后账面价值为 48万元，B公司多计提折旧 6万元（18原12）。

2009年末，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为 73万元，大于抵销前账面

价值和抵销后账面价值，不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税法上 2009年应计提折旧 18万元（90衣5），年末计税基

础为 72万元（90原18）。2009年末，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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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账面价值为 48万元，与年末计税基础产生的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是 24 万元，因此应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6 万元

（30原24），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1.5万元（6伊25%）。

2009年末编制的抵销分录为：淤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30万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30 万元。于 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6万元；贷：管理费用 6万元。盂借：递延所

得税资产 7.5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7.5万元。榆借：

所得税费用 1.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5万元。

二、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小于抵销前账面价值大于抵销

后账面价值

2010年，年末抵销前账面价值为 54万元（72原18），抵销

后账面价值为 36万元（48原12）。2010年末，固定资产可收回

金额 45万元，小于抵销前账面价值，B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9万元（54-45）。B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产生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9万元，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万元

（9伊25%）。但从企业集团的角度看，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大于

抵销后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并没有发生减值，不应计提减值准

备。因此，应抵销 B公司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万元和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万元。

2010年末，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36

万元，与年末计税基础 54万元（72原18）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为 18 万元，因此应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6 万元

（24原18），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1.5万元（6伊25%）。

2010年末编制的抵销分录为：淤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30 万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30 万元。于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6 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6 万元。

盂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6 万元；贷：管理费用6万元。

榆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万元；贷：资产减值损失 9万

元。虞借：所得税费用 2.2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万

元。愚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6 万元（7.5原1.5）；贷：未分配利

润———年初 6万元。舆借：所得税费用 1.5万元；贷：递延所得

税资产 1.5万元。

三、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小于抵销前账面价值和抵销后

账面价值

2011年，B公司计提折旧 15万元［（54原9）衣3］，年末抵销

前账面价值（年末计提减值准备前）为 30万元，抵销后账面价

值（年末计提减值准备前）为 24万元，2011年末可收回金额

为 19万元。B公司年末补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1万元。从企

业集团的角度看，发生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5万元，应计提减值

准备 5万元。因此，应抵销多计提的减值准备 6万元和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万元。

2011年末，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19

万元，与年末计税基础 36万元（54原18）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为 17万元，因计提减值准备已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5

万元，因此年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12万元，应转回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为 6万元（18原12），转回递延所得税资产 1.5万元

（6伊25%）。

2011年末编制的抵销分录为：淤借：未分配利润———年

初 30万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30万元。于借：固定资

产———累计折旧 12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2万元。

盂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9 万元；贷：未分配利润———

年初 9万元。榆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25万元；贷：递延

所得税资产 2.25万元。虞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3万

元；贷：管理费用 3万元。愚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6万

元；贷：资产减值损失 6万元。舆借：所得税费用 1.5万元；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 万元。余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4.5 万元

（7.5原1.5原1.5）；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4.5元。俞借：所得税

费用 1.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5万元。

四、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回升

2012年，B公司计提折旧 9.5万元［（30原11）衣2］，年末抵

销前账面价值是 9.5万元；企业集团应计提折旧 9.5 万元

［（24原5）衣2］，抵销后账面价值也是 9.5万元。2012年末可收

回金额为 13.5万元，高于抵销前账面价值和抵销后账面价

值，表明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回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固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

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因此，2012年末不能转回计提的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

2012年末，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

9.5万元，与年末计税基础 18万元（36原18）产生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8.5万元，因 2011年计提减值准备已确认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 5万元，因此年末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为 3.5万元，应转

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8.5万元（12原3.5），转回递延所得税资

产 2.125万元（8.5伊25%）。

2012年末编制的抵销分录为：淤借：未分配利润———年

初 30万元；贷：固定资产———原价 30万元。于借：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1.5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5万元。盂借：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15 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5

万元。榆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3.7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

产 3.75万元。虞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 万元（7.5原1.5原1 .5原

1.5）；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3 万元。愚借：所得税费用

2.12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125万元。

五、固定资产使用期满清理的抵销

2013年末，固定资产达到规定的使用年限，应按照有关

程序进行清理。由于 B公司已注销了固定资产原值、折旧和

减值准备，并已转回了由于计提减值准备而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因此 2013年末编制的抵销分录为：淤借：未分配利

润———年初 30万元；贷：营业外收入 30万元。于借：营业外收

入 15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5 万元。盂借：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15万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5万元。榆

借：资产减值损失 15万元；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5万

元。虞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3.75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

产 3.75万元。愚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75 万元；贷：所得税

费用 3.75万元。

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销售商品形成的固定

资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亏损，以及对固定资产计提的

减值准备及所得税的抵销，可采用类似的方法处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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