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 员愿号———所得税》（以下简称“所得

税准则”）规定所得税核算一律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由于

现行会计准则与税法对资产与负债的计量认定存在差异，无

疑增加了会计人员实务操作的难度。本文拟就相关问题进行

探讨，以便会计人员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所得税准则。

一、资产、负债以及其他项目的计税基础确定问题

所得税准则规定，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时，应当确定其

计税基础。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存在差异的，

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

得税负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注重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

的影响，而资产、负债的发生最终导致应税利润的抵减，因此

资产、负债以及不涉及资产负债项目的计税基础确定应遵循

以下原则：

员援相关性原则。相关性原则要求可扣除的成本费用在性

质和根源上必须与取得的应税收入相关。使用和处理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是应税收入，而资本性支出在发生当

期不得直接扣除，必须按税法规定分期折旧、摊销或计入有关

投资的成本。因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按取得时

的初始成本扣除计税折旧或摊销额后的金额确定。

圆援确定性原则。确定性原则要求成本费用已经发生时才

能扣税，对未来可能发生的费用、损失不予考虑，如各种资产

计提的减值准备只有在实际发生损失时才能抵扣应税利润。

因此存货、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交易性金融资

产、持有到期的非权益性投资的计税基础应按账面金额而不

是账面价值确定。

猿援历史成本原则。历史成本原则要求对资产、负债等的计

量基于交易或事项的实际交易价格或成本。具体表现为：淤吸

收合并或新设合并取得的按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和负债，其

计税基础应按被合并企业的资产和负债的账面金额确定；

于期末按市价调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其计税基础应为取得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实际成本；盂期末按公允价值调整的存货，

其计税基础应为取得存货时的实际成本；榆期末按被投资企

业权益计算调整的权益性长期投资，其计税基础应为取得长

期投资的初始成本；虞期末按公允价值调整的固定资产，计税

基础应为取得时的原价扣除计税折旧后的金额；愚期末按公

允价值调整的在建工程，其计税基础应为在建工程的账面金

额；舆期末按市价调整的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账款、其他应

付款、长期负债，其计税基础应为这些负债的账面金额。

源援权责发生制结合收付实现制原则。该原则要求：淤费用

在发生时确认扣除，如各种资产减值损失和预计负债只有在

实际发生时才能抵扣应税利润，因而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成本法下持有到期的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

产等的计税基础为账面余额，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为零；

于预售收入在收到时计入应税利润，如房地产企业采用预售

方式销售开发产品的，其当期取得的预售收入先按规定的利

润率计算出预计营业利润额，再并入当期应税利润计算缴纳

企业所得税。考虑到纳税人有较强的支付能力，税法规定房地

产开发企业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为零。

缘援配比原则。一些没有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为资产或负

债的费用项目，由于发生时已计入当期的会计利润而纳税时

却作为另一期间的会计利润，因而配比原则要求将这些费用

（如产品的广告费）在费用应配比或应分配的当期扣除。对于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研究开发费用，按配比原则应在发生的当期

抵减应税利润，但会计上要求在未来期间分期摊销，因而计入

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费的计税基础为零。

二、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本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资

产）和所得税费用确认问题

员援递延所得税费用（收益）的确认。暂时性差异是资产或

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包括时间性差异和

只影响资产负债表权益项目的非时间性差异。另外，所得税准

则规定，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当期所

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因此，在不区分具

体交易项目综合核算所得税时，递延所得税费用越当期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原当期可抵扣暂时性形

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原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净额垣期初递延

所得税资产净额原计入权益的递延所得税垣税率变动对期初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调整数。

值得注意的是，适用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税率变动对期

初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的影响应按累计暂时性差异计算

并直接记入“所得税”科目，不得调整递延所得税负债（资

产）的账面价值。

圆援本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的确认。当资产和负债的

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时，其差额势必对当期以及未来期

间的应税利润产生影响；而资产与负债的账面价值不仅包括

本期发生额，也包括期初数。本期计算确定的暂时性差异应是

累计差异，同时税率变动对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的调

整数已直接计入变化当期的递延所得税费用，从而不调整递

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的账面价值。因此，本期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资产）越当期暂时性差异的总体影响原期初递延

所得税负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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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援所得税费用的确认。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所得税费用

与税前会计利润的确认不遵循配比原则。本期的所得税费

用计算公式为：所得税费用越应交所得税垣本期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原本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原计入权益的

递延所得税。

例：上市公司甲于 圆园园远年 员圆月自建办公楼一栋并交付

使用，原价 员 圆园园万元，预计使用 圆园年，会计上折旧率为 缘豫，

税法上折旧率为 员园豫；另有机器设备一台，原价 怨园园万元，会

计上折旧率为 圆园豫，税法上折旧率为 猿园豫。以上固定资产均不

考虑净残值。甲公司当年自行研究开发某项专利，研究开发

费 远园园万元，符合资本化条件，已作为无形资产入账并按 员园

年期摊销。甲公司 圆园园远年实现利润 员 园园园万元。

圆园园苑、圆园园愿 年相关会计资料如下：淤圆园园苑 年直接捐赠

员园园万元；应收账款余额 圆 园园园万元，按 员园豫计提坏账准备

圆园园万元，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员 愿园园万元，税法按 缘译计提

坏账准备；预计负债（预计产品质量保修费）员圆园万元；存货

源 园园园万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缘园万元，存货的账面价值为

猿 怨缘园 万元；圆园园苑 年实现利润 怨圆园 万元，所得税税率

猿猿豫。于圆园园愿年直接捐赠 愿园万元；应收账款余额 猿 园园园万元袁

账面价值为 圆 苑园园万元；预计负债（预计产品质量保修费）

员苑园万元；存货 源 远园园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远园万元，存货

的账面价值为 源 缘源园万元；圆园园愿年实现利润 愿园园万元，所得税

税率为 圆园豫；办公楼年初重估价值为 员 愿园园万元。假设除上述

交易外，其他资产与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相等，前期

不存在暂时性差异，已销售的产品在两年内未发生质量维修。

相关计算如下：

（员）确定 圆园园苑年、圆园园愿年甲公司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及计税基础，见下表（单位：万元）。

（圆）计算 圆园园苑年、圆园园愿年暂时性差异，见下表（单位：万元）。

上述暂时性差异中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的差额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其中 圆园园苑年为 远愿缘万

元，圆园园愿年为 员 源园缘万元；应收账款、存货与预计负债的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额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中 圆园园苑年

为 猿远园万元，圆园园愿年为 缘员缘万元。

（猿）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

税费用，见下表（单位：万元）。

圆园园苑年由于不存在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及计入权益项

目的递延所得税，则递延所得税费用越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越

员园苑援圆缘（万元）。

圆园园愿年递延所得税费用越暂时性差异的总体影响原期初

递延所得税负债垣因税率降低对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调整

数原抵减资本公积的有关递延所得税越员苑愿原员园苑援圆缘垣源圆援圆缘原

员猿圆越原员怨（万元）。

（源）确定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入账金额。圆园园苑年递延所

得税负债越员园苑援圆缘（万元）；圆园园愿年递延所得税负债越员苑愿原

员园苑援圆缘越苑园援苑缘（万元）。

（缘）计算当期应交所得税。应税利润越会计利润垣直接捐

赠垣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的纳税调整垣产品质量保

修费垣无形资产摊销原会计与税法折旧的差额。圆园园苑年应税

利润越怨圆园垣员园园 垣圆 园园园 伊（员园豫原缘译）垣缘园垣员圆园 垣远园园 衣员园 原

（猿怨园原圆源园）越 员 圆怨园（万元）；圆园园苑年应交所得税越员 圆怨园伊猿猿豫越

项 目

应收账款

存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内部研究开发费

预计负债———
产品质量保修费

圆园园苑年

员 愿园园

猿 怨缘园

员 愿远园

缘猿缘

员圆园

圆园园愿年

圆 苑园园

源 缘源园

圆 圆缘园

源苑缘

员苑园

圆园园苑年

员 怨怨园

源 园园园

员 苑员园

园

园

圆园园愿年

圆 怨愿缘

源 远园园

员 猿圆园

园

园

圆园园苑年

渊员怨园冤

渊缘园冤

员缘园

缘猿缘

渊员圆园冤

圆园园愿年

渊圆愿缘冤

渊远园冤

怨猿园

源苑缘

渊员苑园冤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影响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

暂时性差异的总体影响

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

因税率降低对期初递延所
得税负债的调整数

抵减资本公积的有关
递延所得税

与暂时性差异形成和转回
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费用
（收益）

项 目 圆园园苑年

圆圆远援园缘越远愿缘伊猿猿豫

渊员员愿援愿越猿远园伊猿猿豫冤

员园苑援圆缘

园

圆园园愿年

圆愿员越员 源园缘伊圆园豫

渊员园猿越缘员缘伊圆园豫冤

员苑愿

渊员园苑援圆缘冤

员园苑援圆缘 渊员怨冤

渊员猿圆越远远园伊圆园豫冤

源圆援圆缘越猿圆缘伊员猿豫

注院按照税法规定袁研究开发费可据实扣除袁如本年研究

开发费比上年增加 员园豫以上可加扣 缘园豫袁而企业将其资本化袁

在当期及以后的 员园年内分期摊销抵减会计利润袁因而其计税

基础为 园遥 预计产品质量保修费按税法规定应在维修时据实

从应税利润中扣除袁因而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为 园遥

固定资产原价：

圆园园远年年末余额

圆园园苑年年末余额

圆园园愿年年初重估价

减：累计折旧

圆园园愿年年初重估增值

圆园园愿年年末余额

累计折旧：

圆园园苑年会计折旧

圆园园苑年税法折旧

圆园园愿年会计折旧

圆园园愿年税法折旧

账面价值：

圆园园苑年年末

圆园园愿年年末

员 圆园园

员 圆园园

渊远园越员 圆园园伊缘豫冤

远远园

员 愿园园

远园渊员 圆园园伊缘豫冤

员圆园渊员 圆园园伊员园豫冤

怨园渊员 愿园园伊缘豫冤

员圆园渊员 圆园园伊员园豫冤

员 员源园

员 苑员园

怨园园

怨园园

怨园园

员愿园渊怨园园伊圆园豫冤

圆苑园渊怨园园伊猿园豫冤

员愿园

圆苑园

苑圆园

缘源园

圆 员园园

圆 员园园

渊远园冤

远远园

圆 苑园园

圆源园

猿怨园

圆苑园

猿怨园

员 愿远园

圆 圆缘园

怨园园

怨园园

圆 员园园

员 苑员园

员 猿圆园

计税
基础

项 目 办公楼 机器设备 总额

注：圆园园愿年年初办公楼重估增值，按税法规定对于增值

部分企业可以计提折旧，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可按综合调整法或据实逐年调整法进行纳税调整；税法折旧

遵循历史成本原则，仍按原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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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猿猿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母公

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的债权与债务项目应当相互抵

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的债券投资与应付债券

相互抵销后，产生的差额应当计入投资收益项目；母公司与子

公司、子公司相互之间持有对方债券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应当

与其相对应的发行方利息费用相互抵销。以上规定，与《合并

会计报表暂行规定》的内容不同的是，对母公司与子公司、子

公司相互之间的债券投资与应付债券相互抵销后，产生的差

额不再作为合并价差处理，而是计入投资收益。笔者将通过举

例探讨合并财务报表中内部债券投资的抵销处理。

一、内部债券投资不产生溢（折）价的内部抵销

例 员：甲公司和乙公司是具有控制关系的母子公司。圆园园缘

年 员月 员日甲公司按面值购入乙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员园 园园园

张，每张面值为 员园园元，票面利率为 猿豫，期限为 圆年，每年年

末付息，到期一次还本。乙公司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用于生产

经营（下同）。

圆园园缘年 员圆月 猿员日甲公司“长期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为 员 园园园 园园园元，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猿园 园园园元（员 园园园 园园园伊猿豫）。

圆园园缘年 员圆月 猿员日乙公司“应付债券”的账面价值为 员 园园园 园园园

元，确认的“财务费用”为 猿园 园园园元（员 园园园 园园园伊猿豫）。

甲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进行的抵销处理为：借：应

付债券 员 园园园 园园园元；贷：长期债权投资 员 园园园 园园园元。借：投

资收益 猿园 园园园元；贷：财务费用 猿园 园园园元。

二、内部债券投资产生溢（折）价的内部抵销

（一）溢（折）价发行

例 圆：甲公司和乙公司是具有控制关系的母子公司。圆园园缘

年 员月 员日乙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 员园园元，发行价

格为 员园圆元，票面利率为 猿豫，期限为 圆年，每年年末付息，到

期一次还本，甲公司购入此债券 员园 园园园张。

圆园园缘年 员圆月 猿员日甲公司“长期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为 员 园员园 园园园元，其中“面值”员 园园园 园园园元，“溢价”摊余 员园 园园园

元（圆园园缘年 员月 员日购入时产生溢价 圆园 园园园元，圆园园缘年摊销

溢价 员园 园园园元，溢价摊余 员园 园园园元）；确认的“投资收益”

为 圆园 园园园元，其中债券利息收入 猿园 园园园元（员 园园园 园园园伊猿豫），

溢价摊销产生原员园 园园园元。

圆园园缘年员圆月 猿员日乙公司“应付债券”的账面价值为 员 园员园 园园园

元，其中“债券面值”员 园园园 园园园元，“债券溢价”摊余 员园 园园园

元；确认的“财务费用”为 圆园 园园园元，其中计提利息产生 猿园 园园园

元，溢价摊销产生原员园 园园园元。双方确认的“长期债权投资”

与“应付债券”、“投资收益”与“财务费用”的金额一致，甲

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进行的抵销处理为：借：应付

债券 员 园员园 园园园元；贷：长期债权投资 员 园员园 园园园元。借：投资

收益 圆园 园园园元；贷：财务费用 圆园 园园园元。

（二）债券按面值发行，发行后购入产生溢（折）价

例 猿：甲公司和乙公司是具有控制关系的母子公司。圆园园缘

年 员月 员日甲公司从证券市场购入乙公司债券 员园 园园园张，每

张购入价格为 员园缘元。该债券系乙公司于 圆园园源年 员月 员日按

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 员园园元，票面利率为 猿豫，期限为 猿年，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圆园园缘年 员圆月 猿员日甲公司“长期债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为 员 园苑园 园园园元，其中“面值”员 园园园 园园园元，“应计利息”远园 园园园

元［购入时应计利息为 猿园 园园园元（员 园园园 园园园伊猿豫），圆园园缘年

计提 猿园 园园园元，下同］，“溢价”摊余 员园 园园园元［圆园园缘年 员月

员日购入时产生溢价 圆园 园园园元（员 园缘园 园 园园原员 园园园 园园园原猿园 园园园），

合并财务报表中

内部债券投资的抵销处理

山东滨州职业学院 丁希宝

源圆缘援苑（万元）。

圆园园愿 年应税利润越愿园园垣愿园垣［（猿 园园园原圆 园园园）伊（员园豫原

缘译）］垣（远园原缘园）垣（员苑园原员圆园）垣远园原（猿怨园原圆苑园）越怨苑缘（万元）；

圆园园愿年应交所得税越怨苑缘伊圆园豫越员怨缘（万元）。

（远）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圆园园苑年所得税费用越应交所

得税垣递延所得税负债净额越源圆缘援苑垣员园苑援圆缘越缘猿圆援怨缘（万

元）。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 缘猿圆援怨缘 万元；贷：应交税

金———应交所得税 源圆缘援苑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员园苑援圆缘万元。

圆园园愿年所得税费用越应交所得税垣递延所得税负债原抵

减资本公积的有关递延所得税越员怨缘垣苑园援苑缘原员猿圆越员猿猿援苑缘

（万元）；或越应交所得税原因税率降低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收益原与暂时性差异的形成和转回有关的递延所得税收益越

员怨缘原源圆援圆缘原员怨越员猿猿援苑缘（万元）。会计分录为：借：所得税

员猿猿援苑缘万元，资本公积 员猿圆万元；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

税 员怨缘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 苑园援苑缘万元。

（苑）所得税费用（收益）主要组成部分的披露，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应交所得税

与暂时性差异形成和转回有关的
递延所得税费用

因税率降低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费用（收益）

所得税费用

项 目 圆园园苑年

源圆缘援苑

圆园园愿年

员怨缘

渊员怨冤

渊源圆援圆缘冤

员猿猿援苑缘缘猿圆援怨缘

员园苑援圆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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