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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有些交易或事项发生以后，因不符

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而未确认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

负债，但按税法规定能够确定其计税基础，因而账面价值与其

计税基础之间便产生了暂时性差异。针对此类事项与业务的

特殊性，笔者加以总结，以飨读者。

一、工资薪金及三项经费项目

1. 工资薪金项目。根据税法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

额时，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据实扣除。如果是

不合理的工资薪金，则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这与

会计确认的工资薪金支出产生了永久性差异，影响了应交所

得税。

2. 三项经费项目。根据税法的规定，三项经费不得采用

预提的方法支出，而应据实开支、限度控制。其中，会计上确认

的教育经费与税法规定相比属于超支的部分可结转下年，用

以后年份未用完的额度扣除。具体来说，职工福利费在不超过

实发工资薪金总额 14豫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

形成永久性差异；工会经费在不超过实发工资薪金总额 2豫的

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形成永久性差异；职工教

育经费在不超过实发工资薪金总额 2.5豫的部分准予扣除，超

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形成暂时性差异。需特

别注意的是，鉴于软件企业的特殊性，税法规定软件企业发生

的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可全额据实扣除；扣除职工

培训费后的职工教育经费的余额，应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

2.5%扣除；对于不能准确划分职工教育经费中职工培训费的，

一律按照工资薪金总额的 2.5%扣除。永久性差异影响的是应

交所得税，而暂时性差异影响的是递延所得税。

二、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根据税法的规定，企业在每一纳税年度实际发生的符合

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

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15豫的部分，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

扣除。鉴于化妆品、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

的行业特点，税法规定这类企业实际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

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在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

度结转扣除。不难看出，由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形成的也是暂

时性差异，影响了递延所得税。不可忽视的是，烟草企业的烟

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扣除，形成永久性差

异，影响应交所得税。

业务招待费是很容易与业务宣传费相混淆的项目。实际

上，业务招待费是指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活动中用于接待应酬

而支付的各种费用，主要包括业务洽谈、产品推销、对外联络、

公关交往、会议接待、来宾接待等所发生的费用，在会计上确

认为管理费用。而业务宣传费是指企业开展业务宣传活动所

支付的费用，主要是指未通过媒体传播的广告性支出，包括企

业发放的印有企业标志的礼品、纪念品等，在会计上确认为销

售费用。根据税法的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业务招待

费按实际发生额的 60%扣除，但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

入的 5译，超过部分不得扣除，形成永久性差异，影响应交所

得税。

三、亏损弥补

根据税法的规定，亏损是指将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

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定，企业对于能够结

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可能获得用于

抵扣尚可抵扣的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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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应税利润转回作出判

断，如果不能，企业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需要注意的是，

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

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

例：甲公司 2008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600万元。该公司

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假设

甲公司 2009年至 2013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 100万元、

120万元、140万元、160万元、180万元，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

率均为 25%，不考虑其他因素。

2008年末，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600伊25%）；贷：所得

税费用 150。2009年到 2012年每年末，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借：所得税费用；贷：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分别是：25万

元（100伊25%）、30万元（120伊25%）、35万元（140伊25%）、40万

元（160伊25%）。而 2013年末，只有 80万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转回，剩下的 100万元应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借：所得税

费用 45（180伊2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0（80伊25%），应交

税费———应交所得税 25（100伊25%）。誘

企业所得税计算之注意事项：

税前扣除与亏损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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