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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涉税处理

周丽君 徐 珊

渊 中 国 矿 业 大 学 管 理 学 院 江 苏 徐 州 221116冤

发生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时，因涉及资产、负债及损

益的调整，进而可能影响资产负债表日的利润总额，最终会涉

及所得税的处理。

一、“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所致日后调整事项涉税处理

“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所致日后调整事项对于所得税的影

响主要有两个：淤“表日”企业未计提预计负债，“日后”判决赔

偿。这种情况只涉及报告年度的当期所得税调整，应冲销上年

末多计的所得税费用；对于递延所得税不影响，不作调整。

于“表日”企业确认了预计负债，金额为 A，“日后”判决赔偿金

额为 B。若 A与 B不等，则需调整报告年度的当期所得说和

递延所得税；若 A与 B相等，则只需调整报告年度的递延所

得税。

例 1：甲公司 2008年 9月 6日被乙企业起诉，要求赔偿

60万元，当年末法院尚未判决，甲公司确认预计负债 40万

元，2009年 3月 20日法院判决甲企业赔偿 50万元。甲公司

尚未完成 2008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

率为 25%，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 2009年 3月 31日。

甲公司的涉税处理分两步走：淤调整报告年度的当期所

得税。由于预计负债产生的损失在预计时不允许在税前抵扣，

只在实际发生时才允许税前抵扣，因此本例中预计负债实际

发生时应冲销报告年度多计的所得税。借：应交税费———应

交所得税 12.5（50伊25%）；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2.5。于转销

【摘要】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若发生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不仅可能涉及报告年度当期所得税的调整，还会因涉

及资产、负债的调整而影响报告年度递延所得税的确认与转回。本文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9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所定义的四种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分别阐述四种情况下的涉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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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推导出：（p2原p1）/（c衣a）跃1.124 8。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

得出如下结论：当乙公司代销时的销售和进货单价之差与单

位商品的代购手续费相除的系数大于 1.124 8时，采用代销模

式的税前现金净流入更多。盂我们再假设方案 2优于方案 1，

即方案 1的税前现金净流入小于方案 2的税前现金净流入，

故据上文可得：0.840 17a伊（p2原p1）约0.945c，进而推导出：

（p2原p1）/（c衣a）约1.124 8。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当乙公司代销时的销售和进货单价之差与单位商品的代

购手续费相除的系数小于 1.124 8时，采用代购模式的税前现

金净流入更多。

三、代购代销业务的纳税筹划案例分析

例：A、B、C公司在城市市区，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征

收比率分别为 7%和 3%。A公司是生产钢铁的厂家，其产品的

市场销售单价为 3 510元（含增值税）。B公司为一物流企业，

与 A公司有着长期的业务关系，每年能为 A公司销售大量的

产品，所以 B公司能以较为优惠的价格从 A公司拿到商品。

现在有一个公司 C公司需要通过 B公司购买 1 000吨 A

公司的钢材，关于进货方式有两个方案：方案 1：A公司通过

B公司代销，B公司以 3 276元的单价（含增值税）从 A公司

进货，再以 3 393元的单价（含增值税）转售给 C公司。方案

2：C公司委托 B公司代购，由 C公司按 3 381.3元的单价（含

增值税）直接付款到 A公司购货，B公司不垫款，A公司开具

的发票抬头为 C公司，B公司从 A公司处收取的佣金（代购

手续费）为 90 000元。

其他条件同上文的假设。试运用上文提到的纳税筹划临

界点来分析 B公司应选择方案 1还是方案 2。

案例分析：代销时的销售和进货单价之差衣单位商品的

代购手续费=（3 393原3 276）衣（90 000衣1 000）=1.3，由于 1.3跃

1.124 8，对于 B公司来讲，应采用方案 1，即采用代销模式。

我们再来验证一下上面的分析是否正确。根据上文公式，

方案 1的税前现金净流入=0.840 17伊1 000伊（3 393原3 276）=

98 300（元），方案 2的税前现金净流入=0.945伊90 000=85 050

（元），所以方案 1更优，同上面的分析一致。

对于工商企业尤其是物流企业，代销或代购业务是经常

发生的，企业一定要根据商品的进销差价及单位商品的代理

费用等，利用纳税筹划临界点，科学地进行代销、代购业务的

转换，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和现金净流入，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注】本文得到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国内访问学

者项目经费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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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年度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报告年度因计提预计负债

40万元，将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 10万元（40伊25%），“表日”

预计负债实际发生时，应转销递延所得税资产。借：以前年度

损益调整 1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0。

二、某项资产在“表日”发生了减值或者需要调整其原先

确认的减值金额所致的涉税处理

这类日后调整事项主要指八项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发生

了永久或实质性损失影响所得税的处理。由于减值准备的存

在使得在资产负债表式债务法下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算基础

不同，因而产生递延所得税的调整。

例 2：甲企业 2008年 7月销售给乙企业一批货物，收入

（含税）为 48万元，乙企业承诺于 9月末前付款，当年末乙企

业尚未付款，甲企业计提坏账准备 2.4万元。2009年 2 月 6

日，乙企业进行破产清算，甲企业预计有 60%的货款无法收

回。假设报告年度 2008年所得税汇算清缴于 2009年 2月 28

日完成。甲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财务报告批准报出

日为 2009年 3月 31日。

甲企业的涉税处理关键是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比较报

告年度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来计算“表日”应补记的递延所得税资产。2008年末应收账款

账面价值为 19.2万元（48-48伊60%），计税基础为 48万元，报

告年度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7.2万元［（48-19.2）伊0.25］，之

前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0.6万元（2.4伊0.25），“表日”应补提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万元（7.2-0.6）。会计分录如下：借：递延

所得税资产 6.6；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6.6。

三、“日后”进一步确定了“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或售出

资产的收入所致的涉税处理

1. 在“日前”购进了资产，按照当时确定的资产价值入

账，“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的成本，应作为调整事项进行处

理。这种情况下，“日前”所购资产的暂估价值与“日后”资产确

定的账面价值之间将存在差异。若该资产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等涉及折旧、摊销的，因影响损益而需调整报告期间的当期

所得税。若涉及资产的减值所致应调整递延所得税，参考第二

类日后调整事项的涉税处理。

例 3：甲企业 2008年 6月新建的一办公楼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价值为 2 800万元（暂估价值）；2009

年 2月 5日竣工结算，办公楼价值为 2 890万元（实际成本）。

假设该办公楼预计使用 30年，预计净残值为 0。

固定资产暂估价值与实际成本存在差异导致报告年度应

补提 7 ~ 12月份累计折旧 1.5万元［（2 890-2 800）伊6/（30伊

12）］，并调减报告年度的当期所得税 0.375万元（1.5伊25%）。

会计分录如下：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0.375；贷：以前

年度损益调整 0.375。

2. 发生资产负债表所属期间或以前期间所售商品退回

应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处理。如果报告年度的销售在资

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涵盖期间发生退回，而且发生销售退回时

企业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尚未完成，则企业应该调整报

告年度的收入、成本等，并相应调整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和应交所得税。同时，由于销售可能涉及“应收账款”科目，将

因坏账准备的存在而影响递延所得税的确认与转回，具体可

参见第二类日后调整事项的涉税处理。

例 4：甲公司在 2009年 12月 1日销售一批商品给乙公

司，商品价款为 100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17万元，商品的成本

为 80万元。甲公司发出商品后确认销售收入，并结转成本。

2009年年末该笔货款尚未收到，甲公司对该应收账款按照

1%的坏账率计提了坏账准备。2010年 1月 12日由于已售商

品存在质量问题，该批货物被退回。发生销售退回时，甲公司

尚未完成 2009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

率为 25%，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 2010年 3月 31日。

该销售退回业务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甲公司

的涉税处理如下：淤调整报告年度当期所得税。借：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5［（100-80）伊25%］；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5。

于调整报告年度递延所得税。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0.292 5

（1.17伊25%）；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0.292 5。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了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所致的

涉税处理

前期差错按照重要程度分为重要的前期差错和不重要的

前期差错。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要的前期差错，但

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外。对于“日后”所

得税汇算清缴之前差错更正的涉税处理，首先要确定前期差

错的类型，然后判断前期差错更正是否影响税前利润而需调

整报告年度当期所得税及导致资产、负债因账面价值和计税

基础不同而需调整报告年度递延所得税。

例 5：甲公司 2008年 10月销售一批产品，成本 12万元，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价款 23.4万元（含税价）。当时已确认

收入，未结转成本。假设甲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于每年 2

月 28日汇算清缴上年所得税，每年 4月 20日董事会批准报

出上年度会计报告。甲公司 2009年交纳 2008年所得税时未

发现该差错，2010年发现该差错。

若属于重要的前期差错，则应更正报告年度年初数及上

年发生数，差错更正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故

调整“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 3；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

若属于不重要的前期差错。应更正报告年度数及本年发

生数，差错更正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故调整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

【注】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型项目野首发新股市

场择时行为及其对资本结构持续效应研究冶渊编号院101029026冤

及野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冶渊编号院2010SJD630071冤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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