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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A8_E5_8D_8FC_c45_167904.htm 一、本章在考试中的

地位 1．本章在考试中的地位：本章在考试中居于重要地位

，许多大分题都与所得税的核算有关。本章重点是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的核算。 2．本章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所得税采取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 3．本章复习方法：本章复习中应

与会计政策变更、重大差错更正、日后事项相结合。 二、本

章考点精讲 （一）所得税核算新旧变化对比 1．执行的法规

变化了：由原《企业会计制度》改为《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

所得税》（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

第18号所得税》是在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并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起草完成的。国际会计准则对

所得税引进了暂时性差异的概念，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

算所得税，据此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由此

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费用（计入利润表）和递

延所得税费用（计入资产负债表）。 2．核算方法变化：由

原会计制度的应付税款法、纳税影响会计法（递延法和利润

表债务法）改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3．新的核心问题：最

主要掌握两个问题：“暂时性差异”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 （二）暂时性差异 1．暂时性差异的定义：暂时性差异

，是指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未

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

基础的，该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属于暂时性

差异。 【例1】库存 因此，固定资产账面价值800万元与计税



基础750万元的差额，形成暂时性差异为50万元。现将资产价

值、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比较如下： 项目账面价值计税基

础暂时性差额暂时性差异类别 固定资产80075050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将来应纳税） [例5]甲公司2005年末无形资产（土地

使用权）账面余额为4000万元，其中原账面余额为3000万元

，在企业改制评估中增值1000万元。按税法规定，评估增值

不能抵税，可抵税的是原始成本，即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

为3000万元。因此，无形资产账面价值4000万元与计税基

础3000万元的差额，形成暂时性差异为1000万元。现将资产

价值、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比较如下： 项目账面价值计税

基础暂时性差额暂时性差异类别 无形资产400030001000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将来应纳税） 归纳：当资产账面价值400小于

计税基础500时，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当资产账面价

值220大于计税基础200时，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3．负债

的计税基础和暂时性差异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

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

扣的金额。下面举例说明。 [例1]甲公司2005年应付工资账面

金额为300万元，假设该工资费用已在2005年抵扣，支付工资

时不再抵扣，将来支付工资时不能再抵扣，该应付工资计税

基础为300万元（即负债账面价值300-其在未来期间计算应税

利润时可予抵扣的金额0），应付工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均

为300万元，没有差异。现将负债账面价值、计税基础、暂时

性差异比较如下： 项目账面价值计税基础（负债账面价值减

去其在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予抵扣的金额）暂时

性差额暂时性差异类别 应付工资3003000 [例2]甲公司2005年

预计负债账面金额为100万元（预提产品保修费用），假设产



品保修费用在实际支付时抵扣，该预计负债计税基础为0万元

（负债账面价值100其在未来期间计算应税利润时可予抵扣的

金额100）。因此，预计负债账面价值100万元与计税基础0的

差额，形成暂时性差异100万元。现将负债账面价值、计税基

础、暂时性差异比较如下： 项目账面价值计税基础（负债账

面价值减去其在未来期间计算应税利润时可予抵扣的金额）

暂时性差额暂时性差异类别 预计负债1000100可抵减暂时性差

异（将来可抵扣） [例3]甲公司2005年预收账款账面余额

为600万元（预收房款），假设预收房款在实际收款时交纳所

得税，该预收账款计税基础为0万元（负债账面价值600其在

未来期间不征税的金额600）。现将负债账面价值、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比较如下： 项目账面价值计税基础（负债账面

价值减去其在未来期间不征税的金额）暂时性差额差额性质

（应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减暂时性差异 负债（预收账款

）6000600可抵减暂时性差异 归纳：与资产相反，当负债账面

价值大于计税基础时，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当负债账面

价值小于计税基础时，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三）所得

税会计处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1．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概

念 根据规定，所得税应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核算。 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是“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

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

或清偿该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适用税率发生变化的，

应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重新计

量，除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应当将其影响数计入变

化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简单地说，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所



得税的影响，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对所得税的影响，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2．会计科目

：“所得税”、“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资

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1）“所得税”：反映本期

计入利润表的所得税费用。 本期所得税费用=应交所得税 （

递延所得税资产年初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年末余额） （递延

所得税负债年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负债年初余额） （2）“应

交税金应交所得税”：反映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应交所得税

。 应交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率 （3）“递延所得税

资产”：借方登记“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额，贷方登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额。“递延所得税资产”借方余额为

资产，表示将来可以少交的所得税金额。有关计算公式： ①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期末余额×所得

税税率 ②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

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