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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1月 1日在上市公司执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将应

付税款法排除于可选择所得税核算的方法范围之列，规定企

业应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核算。采用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是顺应经济环境变化、符合会计理论发展趋势的重

大转变。然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要求的分析思路和计算程

序的改变对会计人员的核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需

要企业会计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合规且

合用的辅助核算。笔者在会计实践中发现，暂时性差异汇总表

正是具有较强实用性的辅助核算工具。

一、设计并使用暂时性差异汇总表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采用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相较其他所得税核算方法存在许多优势。特别是由于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强调暂时性差异的产生根源在于资产和负债，所

以能够反映出更真实、更详细的所得税会计信息。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下，进行所得税费用核算时需要逐一确认资产和负债

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这一计算

程序就为设计使用暂时性差异汇总表合并计算同类暂时性差

异提供了可能。

但是，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需要逐一比较资产和负债项

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再分别记录每笔业务，不仅加大了

企业会计人员本期记录递延所得税的重复工作量，而且给后

续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另外，由于企业期末的纳税调整过

程没有入账，税务人员对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所涉及的纳

税调整事项的核查需要从大量会计资料中寻找事项发生时的

原始凭证，既费时又费力，不便于税收征管，也人为地加大了

税务稽查的工作量。这些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对暂时性

差异汇总表的设计及使用提出了需求。

二、暂时性差异汇总表的具体设计和使用方法

由于多项同类资产（或负债）产生的同种暂时性差异性质

相同，会计人员就可以通过设计并使用表格进行合并计算。

该表按资产（负债）类别设计，横向列示“会计”、“税法”、“暂

时性差异变化数”、“备注”四栏，纵向具体列示该类各资产

（负债）项目（具体表格设计如下文所示）。通过比较“会计”、

“税法”两栏数据，得到“暂时性差异变化数”一栏数据，“备

注”栏则记录相关会计信息、适用的税法相关规定和实际的

会计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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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而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需要一些

辅助核算方法。本文试分析设计与使用暂时性差异汇总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阐述并举例说明其具体使用方法，从而为简

化所得税会计核算与方便所得税税务核查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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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性差异汇总表作为一项原始凭证，只汇总统计企业

中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的同种资产。期末企业编制相

关会计分录时，需将其附于相关记账凭证之后。

三、暂时性差异汇总表的设计和应用示例———以固定资

产为例

例：甲公司共有八项会导致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固定资产，

其相关资料如前表所示。且除此八项暂时性差异外，不存在其

他暂时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

针对暂时性差异汇总表（固定资产），本文还有如下两点

说明：

（1）“暂时性差异变化数”一栏要通过比较账面价值、计税

基础的上期期末值之差和本期期末值之差填列，新增确认额

以正数填列，转回额以负数填列。一般情况下暂时性差异变化

数只涉及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和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某一方

面，但有时因账面价值、计税基础的期初期末之差的大小发生

逆转，也会出现上述两方面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此时按照变

化数相应调整即可（如小汽车 A）。

（2）为简化举例，假定上述所有固定资产均为年初开始计

提折旧（即开始计提折旧年度的上年 12月份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实务操作中可据实将月数拆算为年数填列备注栏的

“期初剩余折旧年限”，或者将“期初剩余折旧年限”改为“期初

剩余折旧月”，以期初实际剩余折旧月数填列。

通过示例可见，合并计算同类资产（或负债）的同种暂时

性差异，不仅可以减少记账凭证的编制数量，合理简化会计人

员的核算工作，也为税务核查提供了有效的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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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体现会计稳

健性原则，规范会计核算，保证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地反映施

工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15号———建造合同》。目前，施工企业虽已普遍执行建造合

同准则，但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若干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

题，才能保证施工企业高质量地执行建造合同准则，为企业高

效管理发挥积极作用。

一、建造合同准则执行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问题

1. 合同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难以准确确定的问题。

建造合同的核心是合同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的确定，通

过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来确定完工百分

比，并以此确认当期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因而合同预计总收

入和预计总成本的确认直接决定了各期建造合同利润的结

果。由于目前一些工程项目价值大，生产周期长，经常发生工

程量变更、索赔、奖励，引起合同总收入不断发生变化；而且合

同预计总成本受市场价格、内部职能部门测算等主观因素及

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也需要适时进行调整。合同预计总收

入和预计总成本难以准确预计，使得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

本的准确性成为规范执行建造合同准则的一个重要环节。如

前所述，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因种种原因会不断变化，从

而给当期合同收入与成本的确认带来了困难，给建造合同经

营结果的确认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同时也为利

润操纵带来了较大可能。

2. 合同预计损失准备计提与转销口径不一致的问题。建

造合同准则设置了“存货跌价准备———合同预计损失准备”科

目，其贷方余额反映已计提的合同预计损失准备。如果合同预

计总成本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应将预计损失按剩余完工百

分比确认为当期费用，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存货

建造合同准则实施过程中遇到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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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合同预计总收入和预计总成本难以确定、合

同预计损失准备计提与转销口径不一致、不便于考核前后各期相关责任人的经营绩效、存货中项目已完工却未结算等问

题，本文在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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