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 2006年 2月颁布的新会计准则突出了货币的时

间价值概念，对于持有至到期的投资、应付债券中实际投资收

益和利息费用的计算要求采用实际利率法。现有培训资料向

财务人员介绍的是用内插法计算实际利率。但大部分财务人

员对于内插法有畏难心理，在实际工作中很难运用。经过一段

时间的摸索，笔者发现借助 EXCEL工具能非常轻松地计算

出实际利率。现将具体操作过程介绍如下：分析经济业务的本

质寅打开 EXCEL寅将涉及的数字分行输入表格中寅点击插

入函数 fx寅选择财务函数寅选择 IRR寅将上述输入的数字

选中寅按“确定”按钮后，将会显示实际利率的计算结果。

例 1：甲企业 2007年 1月 1日购入一设备，该设备现值

为 500 000元，即当日付清货款只需付 500 000元，但由于甲

企业资金不足无法一次性付清款项，因此选择分 5年、每年年

末付 120 000元的付款方式。

解析：从题意可知，该设备的取得具有融资性质。经济业

务的本质是向出售方融入资金 500 000元并取得设备，每年

再以付货款的方式进行分次还本付息。即企业每年支付

120 000元的货款，5年合计 600 000元，其中 500 000元是还

本，100 000是付利息。因此，该设备只能按 500 000元入账，

100 000元为延期 5年付款应承担的利息，计入未确认融资费

用。关键问题是如何算出该融资活动（借款 500 000元，5年，

每年年末分次还本付息 120 000元）实际承担的利率。

实际利率的计算过程如下：在 EXCEL中分行输入数字：

“500 000，原120 000，原120 000，原120 000，原120 000，原120 000”

寅点击插入函数 fx寅选择财务函数寅选择 IRR寅将上述输

入的数字选中寅按“确定”按钮后，显示实际利率为 6.4豫。

这种方法可以让财务人员不仅能非常轻松准确地计算出

实际利率，也能促使财务人员更好地理解经济业务的本质，而

不是死记公式。这里要注意该方法最关键的部分是分析经济

业务的本质，正确输入经济业务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并且

现金流出一定要输入负号，否则计算结果将显示乱码。

例 2：甲企业 2007年 1月 1日发行了面值为 10 000万

元、票面利率为 5豫、期限为 3年、每年年末付息一次的债券。

发行价为 10 050万元，另支付手续费等 30万元。

解析：该业务的本质是实际融入资金 10 020万元，每年

年末付息 500万元，第三年年末还本 10 000万元。因此，在

EXCEL中分行输入：“10 020，原500，原500，原10 500”。按上述

方法操作，结果显示实际利率为 4.93豫。茵

《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

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的，可

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

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

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

是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五

年。企业在用以后年度的税前

利润弥补亏损时，就产生了未

来可抵减所得税的暂时性差

异。对于这一差异，《企业会计

制度》规定企业在发生的当期

无需进行相关会计处理，既不

确认所得税收益，也不计入递

延税款的借方，即不确认为一

项递延所得税资产。而新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

所得税》规定：“企业对于能

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

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可能

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

限，确认相应的延递所得税资产。”即对可结转后期的尚可抵

扣的亏损，应当以可能获得用于抵扣尚可抵扣的亏损的未来

应税利润为限，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使用该方法，企业应当对五年内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否

能在以后经营期内的应税利润中充分转回做出判断，如若不

能，企业就不应确认。这种做法与国际会计准则相符。

现举例说明新准则下有关亏损弥补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1. 五年内企业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全部能在以后经营

期内的应税利润中转回。

例 1：某企业在 2000年发生经营亏损 300万元，2001 耀

2004年分别盈利 50万元、8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适用

所得税税率为 30%，假设没有其他暂时性差异。

2001 耀 2004年的盈利额可以弥补完 2000年的亏损额，且

未超过五年的期限，所以：淤2000年的会计分录为：借：递延

所得税资产 90万元；贷：所得税费用———补亏减税 90万元。

于2001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15万元；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15万元。盂2002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24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4万元。榆2003年的会计分录

为：借：所得税费用 30 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0 万元。

虞2004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45万元；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21万元，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24万元。

2. 五年内企业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部分能在以后经营

期内的应税利润中转回。

例 2：某企业在 2000年发生经营亏损 300万元，2001 耀

2006 年分别盈利 50 万元、80 万元、80 万元、20 万元、20 万

元、10万元，适用所得税税率为 30%，假设没有其他暂时性差

异。尽管 2001 耀 2006年都是盈利的，但弥补 2000年的亏损只

能是 2001 耀 2005年这五年的盈利额，未弥补完的亏损额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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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弥补，而 2001 耀 2005年这五年只能弥补 250万元的亏损

额，所以在 2000年确定的递延所得税资产=250伊30%=75（万

元），则会计处理为：

淤2000年的会计分录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万元；

贷：所得税费用———补亏减税 75万元。于2001年的会计分录

为：借：所得税费用 15 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5 万元。

盂2002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24万元；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24万元。榆2003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24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4万元。虞2004年的会计分录

为：借：所得税费用 6 万元；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6 万元。

愚2005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6万元；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6万元。舆2006年的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费用 3

万元；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万元。茵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按照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凡我国的

企业，应就其来源于境内、境外的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但为

了避免重复课税，对本国企业在境外已纳的所得税税款可以

抵扣。税额扣除有全额扣除与限额扣除，我国税法实行限额扣

除，即纳税人来源于我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

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是扣除限

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我国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其计算公式如下：境外所得税税款扣除限额越境内、境外所得

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总额伊（来源于某外国的所得衣境内、境

外所得总额）。下面通过2006年度注册会计师指定辅导教材

《税法》中的例子来说明上式的应用。

例：我国某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适用33%的企

业所得税税率。另外，该企业分别在A、B两国设有分支机构，

在A国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为50万元，A国所得税税率为

30%；在B国分支机构的应纳税所得额为30万元，B国所得税税

率为35%。假设该企业在A、B两国所得按我国税法计算的应纳

税所得额和按A、B两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是一致的，

两个分支机构在A、B两国分别缴纳15万元和10.5万元的所得

税。计算该企业汇总在我国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

该企业按我国税法计算的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额越

（100垣50垣30）伊33%越59.4（万元）。A国扣除限额越59.4伊［50衣

（100垣50垣30）］越16.5（万元）。B国扣除限额越59.4伊［30衣（100垣

50垣30）］越9.9（万元）。在A国缴纳的所得税为15万元，低于扣

除限额16.5万元，可全额扣除。在B国缴纳的所得税为10.5万

元，高于扣除限额9.9万元，其超过扣除限额的部分0.6万元不

能扣除。在我国应缴纳的所得税越59.4原15原9.9越34.5（万元）。

从上例中，可以发现以下问题：

1援 关于应纳税额的表述易产生歧义。在上例中，两次涉

及应纳税额的计算，第一次提到的应纳税额是指该企业按照

我国税法计算的境内、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总额（即在不考虑境

外纳税的情况下），结果为59.4万元。第二次提到的应纳税额

是指经过扣除境外已纳税款后该企业在境内汇总纳税时实际

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计算结果为34.5万元。两者使用的是同

一概念，但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在实际操作中极易产生歧

义。实务中的应纳税额是指纳税人实际应缴纳的税额。

2援 适用税率存在问题。本例中，该企业适用的企业所得

税税率正好是税法规定的基本税率33豫，如果该企业不适用

该基本税率（如高新技术企业按15豫的税率征收所得税），那

么在操作中，公式中所涉及的几处税率应采用哪一个数值？计

算境内、境外企业所得税时采用的税率是不一样的，正确的应

为：境内采用该企业所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而境外统一采用

33豫的基本税率。这一点在原公式中难以表明。

3援 原公式计算繁琐。以A国为例，依据原公式，A国扣除限

额越59.4伊［50衣（100垣50垣30）］越16.5（万元）。事实上根据企业

所得税法的规定，完全可以将该计算简化为：A国扣除限额越

应纳税所得额伊适用税率越50伊33%越16.5（万元）。如此计算之

后结果不变，但更清晰明了，更能够体现“分国不分项”原则。

综上所述，对于企业境外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为充分体

现“分国不分项”原则，应分别计算境内所得及境外各国所得

的应纳税额，然后采用简单加总的办法计算企业汇总应缴纳

的企业所得税税额。茵

按照我国 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债权方

在进行债务重组时按照收到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债权的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作为营业外损益。笔者认为债务重组时债权方

总是发生重组损失，因此营业外损益科目余额应该恒在借方。

例：甲公司应收乙公司销货款 200 000元，现由于乙公司

财务困难，双方达成协议，乙公司以现金 160 000元进行债务

重组。已知甲公司为该项债权提取坏账准备 10 000元。

按照新准则的有关规定，甲公司的会计处理为：借：现金

160 000元，坏账准备 10 000元，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益

30 000元；贷：应收账款 200 000元。如果将本例中甲公司为

该项债权提取的坏账准备的金额做出不同的修改，将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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