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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益确认的收入 辕 费用观和资产 辕 负债观

员援收入 辕 费用观。在收入 辕 费用观下，企业必须首先按照

实现原则确认收入和费用，然后再根据配比原则，将收入和

费用按其经济性质上的一致性联系起来，确定收益。收益确认

的这种方法称为收入费用法，也称收益表法。在收入 辕 费用观

下，应先确认收入和费用，然后才能据以确定收益，因此可以

得到各种性质的收益明细数据。这些明细数据无疑比一个收

益总额更为有用，这是收入费用法最大的优点。显然，收入 辕 费

用观以损益表为重心，而资产负债表只是确认与计量收益的

跨期摊配中介，成为损益表的附属。

圆援资产 辕 负债观。在资产 辕 负债观下，收益的确定不需要

考虑实现问题，只要企业的净资产增加了，就应当作为收益确

认，因此应首先定义并规范交易或事项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

计量方法，再根据所定义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化来确认收益。资

产 辕 负债观认为，企业的收益是企业期末净资产相对于期初

净资产的净增长额，而净资产又是由资产减去负债计算得到

的，因此这种确认收益的方法被称为资产负债法。用公式表达

为：收益越（期末资产原期末负债）原（期初资产原期初负债）。

当然，所有者的投资或向所有者分配利润而造成净资产的减

少，不应包括在收益之中。在资产 辕 负债观下，损益表成为资

产负债表的附属。采用这种方法计量收益最大的困难在于期

初净资产与期末净资产计量属性的选择。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收入费用法是目前被广为采用的方

法，但一些国家的会计准则越来越倾向于采用资产负债法。现

行的美国会计准则体系和国际会计准则体系都倡导全面的资

产 辕 负债观。圆园园远年 圆月我国发布的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基本

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体系的趋同，在诸多具体会计准则中

都以资产 辕 负债观为基础，其中所得税会计准则就能充分

体现这一点。

二、所得税会计方法概述

所得税会计方法问题是所得税会计研究的核心问题，也

是所得税会计准则制定的主要内容。其主要有四种方法可供

选择：应付税款法，递延法，收益表债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

法。从国际所得税会计方法的主流趋势看，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都采用或倾向于采用债务法而摒弃应付税款法和递延法熏而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又备受 云粤杂月和 陨粤杂月的推崇熏这一点可以

从 杂云粤杂员园怨和 陨粤杂员圆体现出来。

员援应付税款法。应付税款法是按照当期计算的应交所得

税确认所得税费用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下，一定期间的所得税

费用等于本期应交所得税。虽然这种方法简便实用，但由于它

有悖于权责发生制原则，导致财务报告中的实际税率与法定

税率的不一致等原因而不被推崇。

圆援递延法。递延法是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一种。在这种方法

下，当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不需要对原已确认的时间性差

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进行调整，使得资产负债表中递延税款

借项或贷项并不代表真正的资产和负债。

猿援债务法。债务法也称负债法，是纳税影响会计法的一

种，是以估计的暂时性差异转回时的税率为依据计算递延所

得税的方法。在债务法下，为使递延所得税的余额能够真实地

反映企业未来的所得税责任或利益，必须按已经变更或预期

将要变更的税率和税基对其进行调整。而收益表债务法与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区别在于确认暂时性差异的纳税影响的出

发点不同。

收益表债务法注重税前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之间的时间

性差异，并将其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作为对递延所得税和所

得税费用的调整，应用的主要是收入 辕 费用观；资产负债表债

务法则注重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

差异，从暂时性差异的本质出发，分析暂时性差异的原因及其

对当期期末资产和负债的影响，进而确认未来的所得税责任

和利益，应用的是资产 辕 负债观。

三、收益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比较

员援分析的出发点及其应用范围。收益表债务法着眼于时

间性差异及其纳税影响，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注重暂时性差

异及其纳税影响。时间性差异是指在一个会计期间产生而在

以后的一个或多个会计期间转回的应税收益与会计收益之间

的差额。在传统纳税影响会计法中，包括递延法和收益表债务

法，都主要是针对时间性差异的纳税影响会计法。而暂时性差

异是指一项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账

面金额之间的差额；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按照税法

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也属于暂时性差异。所有的时间性差异都是暂时性差异，暂时

性差异却不局限于时间性差异。比如熏子公司、联营企业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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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尚未将其全部利润分配给母公司或投资者；资产被重

估，但在计税时不作对应调整等。暂时性差异的概念是时间

性差异概念的演进和取代，并已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由于

收益表债务法只能处理时间性差异，无法处理不属于时间性

差异的其他暂时性差异，因而这种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应用范

围就受到了限制。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能弥补其不足，具有

更广泛的适用性。

圆援两种债务法下的收益确认观。两种债务法下对暂时性

差异的界定和会计处理不同，这实际上是两种收益确认观的

体现和应用。收益表债务法关注时间性差异，揭示的是某个时

期内存在的暂时性差异这一状况，强调的是当期差异的形成

与转回。具体而言，就是当一项资产或负债的转销额所导致的

税前会计收益超过或低于其应税收益产生的所得税影响额，

并记为一项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从而是以收益的计量来

决定资产或负债的计价，也就是收益为本，而资产或负债导

致的净资产的变化为末。这正是收益确认的收入 辕 费用观的

体现。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基本特征在于分析资产和负债的账

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即时点差异。强调当

前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估价。那么，当期确认的所得

税费用为当期应付或应返还的所得税额与应将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负债调整为其应有余额的调整或转销额之和。所得税

费用的确认是依资产负债表要素的变化而定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或负债影响所得税额的计量是以企业预期收回的资产

或清偿的负债账面金额所引起的纳税后果为依据的。也就是

说，以资产或负债的计价来决定收益的计量，以净资产的变

动来反映收益的变化。这正是资产 辕 负债观的应用。在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下，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负债名副其实，代表企业

未来的纳税利益或纳税责任。可见，这种方法突破了收益表

债务法下只能将所得税的纳税影响局限于收益表因素的不

足，迎合了资产负债表复位的潮流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相

关定义。

猿援所得税费用的计算与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的内涵。

收益表债务法秉承的是收入 辕 费用观，以损益表中的收入和

费用为着眼点，逐一确认收入和费用项目在会计和税法上的

时间性差异，并将这种时间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看做

是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确认和转销时间性差异的所得

税影响额。在进行会计处理时，收益表债务法将时间性差异

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看做是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熏 这种

方法下的所得税费用计算过程为：首先计算当期所得税费

用，然后再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额熏最后倒挤出本期发生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可见，递延所得税资产穴负债雪不是严

格按照资产（负债）的定义出发去进行相应的确认和计量，

只是倒挤出来的一个差额。由于时间性差异反映的是收入和

费用在本期发生的差额。所以熏此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负债应是本期的发生额，而非未来时期的所得税利益或责

任，因此，其结果既没有满足收入 辕 费用观的配比原则，也不

符合资产和负债定义。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本质出发，分

析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对期末资产和负债的影响。当

存在暂时性差异时，就表明资产或负债将在未来期间导致所

得税流入或流出企业，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求将这一影响确

认为资产或负债，其特点是：当税率或税基变动时熏必须按预

期税率对“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余

额进行调整。其计算过程为押首先按照预期税率确定资产负债

表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穴负债雪，然后倒挤出损益表项目当

期所得税费用。与损益表债务法不同熏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的

暂时性差异所反映的是累计差额熏而非当期的差额。是将期末

暂时性差异与期初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影响额视为对本期

所得税费用的调整，因此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符合

其作为资产或负债的定义特征。从而使这种方法具有更加充

分的理论依据，表现出更广的应用前景。

源援核算方法的效率比较。两种方法在核算相同的暂时性

差异事项情况下，虽核算的思路不同，但得出的结果相同。相

比较而言，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更为简单和准确。它可将收益

表债务法下复杂的调整过程简单化，尤其是当税率变动时。

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只需要比较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

和计税基础，计算暂时性差异，确定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将其与当期应交所得税的差额，以所得税费用轧平即可。

缘援债务法选择的税法依据。从税法的角度看，一般而言，

税法上所追逐的是具有支付能力的利润。它认为在企业的期

末净资产弥补了期初净资产后的剩余部分都是应纳税利润。

所以，税法上支持的应该是资产 辕 负债观下的确认。况且收入

辕 费用观下的收入和费用都是在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的前提

下确认的，这就会给企业通过预计或预提的方法来达到少纳

税或者迟纳税带来了很大空间。可见，资产 辕 负债观在税法收

益确认上的体现，使得会计收益与税法收益的内涵趋于一

致，从而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运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

基础。

从所得税会计方法沿革来看，债务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而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因具有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日渐为各

国会计准则所青睐。要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一个主要

出发点是：站在未来现金流量净增加额的角度，旨在使资产

负债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项目真实、公允地反映企

业资产和负债未来将为企业带来（付出）的现金流量。体现

了资产 辕 负债观会计理念在所得税会计方法选择中的应用。

当然，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一些

暂时性差异在旧差异转回时又产生了新差异，两者抵销的结

果是使得差异的转回遥遥无期。但这也是其他所得税纳税影

响会计法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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