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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记录单，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应收账款 68 655

贷：主营业务收入 58 679.49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9 975.51

（2）C公司同时需结转商品销售成本，作如下所示会计

处理：

借：主营业务成本 51 750

贷：库存商品 51 750

（3）C公司收到 B团购网站已扣除手续费的商品销售款

时，根据商品领取记录单和网上银行收账记录单，作如下会计

处理：

借：银行存款 67 281.90

销售费用 1 373.10

贷：应收账款 68 655

三、网上团购业务的涉税问题

目前，团购网站虽迅速涌现，但其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我

国相关法律对团购网站的管理还缺乏完善的规范，税收监管

也就无据可依。从理论上讲，不管是网上的商家还是团购网站

都应该缴税。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网上店铺和团购网站

的税收征管确实存在很大的漏洞。

面对日益增长的网络销售业绩，国家税务部门还没有一

个有效便捷的监督方式，但这种状态不会持续太久。相关监管

部门应该尽快制定规范，如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法》，对电子支

付行业进行规范；在对网上购物加强管理的同时，也应当给

予政策扶持，即对网络创业平台和网络创业者给予税收优惠

和适度宽松的管理政策。相信不久的将来，国家会出台一些相

关法律法规来进一步规范和监管网上商品购销活动，尤其是

网上团购活动，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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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是指参与合并各方在合并前

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企业合并。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中递延所得税的处理，通常先确定被收购方资

产及负债的计税基础，然后分析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原因，最后

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递延所得税的处理。

一、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被收购方资产及负债的计税

基础

免税合并是按收购方取得被收购方的资产、负债时被收

购方的原账面价值确定计税基础；非免税合并是按收购方取

得被收购方的资产、负债时的公允价值确定计税基础。

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免税合并中的递延所得税分析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免税合并，收购方编制收购日

的合并财务报表时，对被收购方的可辨认资产及负债应当按

照收购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调整，这将导致与被收购方财务报

表中该项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产生差异，但被收购方资产

及负债的计税基础并未发生变化，因此产生了一项暂时性差

异。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免税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收购方

应将该递延所得税作为企业合并时取得的一项可辨认资产或

负债，并相应调整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

下列事项可能产生暂时性差异并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

1援 被收购方资产及负债的账面价值应当根据收购日的

公允价值进行调整。

2援 收购日可能需确认被收购方原未确认的其他资产及

负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企业合并

日，收购方需要识别并确认未在被收购方财务报表中确认的

资产及负债。如：被收购方原未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的无形资产和或有负债等。收购方于收购日确

认被收购方原未确认的资产或负债时，也应同时确认递延所

得税影响。虽然对于收购方来说属于资产或负债的首次确认，

但因为该确认是因企业合并而产生，故不适用初始确认的例

外情况，所以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3援 被收购方原来对（基于初始确认的例外情形）资产及

负债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未确认递延所

得税的，应在收购日的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因为对于收购方

来说，该项暂时性差异是在企业合并中产生的，不再属于确认

递延所得税的例外情形。

4援 被收购方原不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条件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如果预计收购后可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抵扣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如可

抵扣亏损）。

5援 企业合并发生的当期期末，合并中取得的各项可辨认

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或企业合并成本只能暂时

确定的，购买方应当以所确定的暂时价值为基础对企业合并

进行确认和计量。购买日后 12个月内对确认的暂时价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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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整的，视为在购买日确认和计量。购买日后 12个月内对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

价值的重新计量如果影响递延所得税，则应当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并调整商誉，视同购买日已确认和计量

该项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即应进行追溯调整，并调整比较

报表相关信息。

6援 对于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企业来说，一般

以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每家公司的资产及

负债的计税基础作为合并财务报表中资产及负

债的计税基础，因此，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对内

部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销也可能会产生暂时性

差异。与暂时性差异有关的递延所得税影响应按

一般原则予以确认。在对集团内企业间交易中未

实现利润抵销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影响进行确

认时，所采用的税率参照暂时性差异转回时企业

的适用税率确定，一般来说这会是购买方的适用

税率。

三、实例分析

例：甲公司收购（属于免税合并）乙公司

100%的净资产，收购对价为 350万元，乙公司持

有两项房产 A、B及其他资产，乙公司的所得税

税率为 25%，假定乙公司原暂时性差异未确认递

延所得税。其他有关资料见表 1。

1援 收购时确认被收购方原未确认的资产或

负债：企业合并前乙公司未将其持有的专利权确

认为一项资产，该专利权的公允价值为 50万元，

专利权的计税基础为零。

2援 收购时确认被收购方原未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企业合并前乙公司房产 A的计税基

础为 50万元，该项暂时性差异符合递延所得税

确认的例外情形，乙公司在财务报表中未确认递

延所得税。

3援 收购时确认被收购方原未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假设乙公司有可抵扣亏损 20万元未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但估计在收购后可以产生

足够的可抵扣该项可抵扣亏损的应纳税所得额。

核算结果见表 2、表 3。

4援 收购后对递延所得税账面金额的调整（见

表 4）：假设收购于 2009年 12月发生。2010年 3

月，在 2009年度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后，管理层

收到收购日可辨认资产、负债的评估结果，收购

日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60万元。2009年度确

认的可抵扣亏损在 2010年度全部利用。

总之，企业会计实务中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的经济业务十分复杂，涉及诸多的财税政策和

法律法规，我们要充分理解企业会计准则的内涵

和外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的递延所得

税做出正确的确认、计量和记录。茵

资 产

房产A

房产B

无形资产

其他净资产

结转可抵扣亏损

合计

递延所得税负债

可辨认净资产
的公允价值

合并对价

商誉

账面价值

100

150

0

30

0

280

公允价值

130

140

50

30

350

-25

325渊350-25冤

350

25渊350-325冤

计税基础

50

150

0

30

20

250

暂时性差异

80

-10

50

0

-20

100

税率

25%

递延所得
税负债

20

-2.5

12.5

0

-5

25

不对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于初始确认
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表 2 收购日的递延所得税情况 单位院万元

资产渊负债冤

长期股权投资

商誉

房产A

房产B

无形资产

其他净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净资产

甲公司

350

350

乙公司

0

100

150

0

30

280

合并调整

-350

25

30

-10

50

0

-25

-280

合并调整后金额

0

25

130

140

50

30

-25

350

表 3 收购日合并财务报表 单位院万元

资 产

房产A

房产B

无形资产

其他净资产

结转可抵扣亏损

合计

递延所得税负债

可辨认净资产
的公允价值

合并对价

商誉

账面价值

100

150

0

30

0

280

公允价值

130

140

60

30

360

-27.5

332.5渊360-27.5冤

350

17.5渊350-332.5冤

计税基础

50

150

0

30

20

250

暂时性差异

80

-10

60

0

-20

110

税率

25%

递延所得
税负债

20

-2.5

15

0

-5

27.5

不对企业合并产生的商誉于初始确认
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表 4 根据调整后的无形资产公允价值重新计算商誉 单位院万元

资 产

房产A

房产B

其他净资产

账面价值

100

150

30

公允价值

130

140

30

计税基础

50

150

30

暂时性差异

80

-10

0

表 1 乙公司其他有关资料 单位院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