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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44_455121.htm 第十五章 所得税 第一节 所得

税会计概述 一、所得税会计核算的一般程序：(P296) (一)按

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资产负债表中除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账面价

值。 (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于资产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确

定方法，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确定资产负债表中有关

资产、负债项目的计税基础。(特别需要注意) (三)比较资产

、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对于两者之间的差额形成

的暂时性差异，按其不同种类，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应该纳税而未纳税，

形成企业的一项负债，称为递延所得税负债.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是可抵扣企业的所得税费用，形成企业的一项资产，称为

递延所得税资产。 (四)有了递延所得税负债与递延所得税资

产，又知道当期的所得税的数额(税法规定的应纳税所得额与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相乘计算出的结果)，然后用当期的所得税

的数额与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加减计算就得出

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总结：确定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账面

价值 →确定资产和负债计税基础→确定两者之间的暂时性差

异→确定所得税费用。 核心问题：计税基础 第二节 计税基础

和暂时性差异 所得税会计核算的关键在于确定资产、负债的

计税基础。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的确定，与税收法规的规

定密切关联。企业在取得资产、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

础。 一、计税基础 (一)资产的计税基础(特别关键)(P299) 资



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的过程中，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

金额。是从未来经济利益中扣除的，在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

值时。 假如，企业有一项固定资产，要在未来10年内进行使

用，在这10年内要收回账面价值，而在这10年内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可以把这一部分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扣除，即：按税

法规定这一部分可以不纳税，这一部分金额即为资产的计税

基础。特别注意：资产的计税基础为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

计税时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而不是从本期考虑。例如：企

业的存货，买的时候是100万元，现在跌价，计提了20万的存

货跌价准备，现在存货的账面价值为80万，但存货在未来收

回过程中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扣除，以后有多少不纳税?那

么存货卖了的话，应该按100万扣除，即这100万的部分不用

纳税。因此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得从经济利益中把这100万

扣除，这100万即为资产的计税基础。资产的计税基础为100

万，其账面价值为80万，两者之间的差额即引出了后边要讲

的内容，这是一种暂时性差异。 实际上，在讲资产计税基础

时会涉及到很多项资产，如投资性房地产、金融资产、长期

股权投资、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每一项资产都要进行确

定。在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

法确定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扣除的部分，这一部分金额即

为资产的计税基础。简单地说，就是按税法计算资产的计价

金额为多少，这就是资产的计税基础。 书中用大量篇幅介绍

各种资产的计税基础，这里先不展开讲了，我们先讲大家脑

子里已有的一些熟悉的东西。 例如：企业买了一台固定资产

，买时价值15万，即入账价值为15万。这台固定资产在未来



使用过程中，假如可以使用5年。在这5年，企业收回固定资

产账面价值15万。而在这5年中，每年都要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按税法规定，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扣除这15万元的部分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都为15万元，无差额。但会计中按加

速折旧中的年数总和法5年计提折旧，税法规定按平均年限

法5年计提折旧。 那么，第一年末资产账面价值是多少? 计算

：固定资产计提折旧：15*5/15=5(万元) 账面价值：15-5=10(

万元) 税法规定在以后收回过程中多少还可以从应税经济利益

中扣除? 计算：每年计提折旧：15/5=3(万元) 第一年计提折

旧3万元 第一年计税基础：15-3=12(万元) 这12万元在未来收

回账面价值中从经济利益中扣除。 税法未来扣除12万元，但

资产账面计值为10万元，产生差额。 需要明确：企业收回资

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税法规定可以从经

济利益中扣除的部分，即为资产的计税基础。 (二)负债的计

税基础( 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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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注意：或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 因为，一般来说，负债

的账面价值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一样。 如：企业向银行借了一

笔钱，则企业短期借款账面价值为30万，那么以后企业的这

项负债的计税基础也应该是30万。因为，企业现在借了30万

，形成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允

许抵扣的金额，现在借了，现在就应该反映，但以后就不能

进行抵扣了。则这项负债的计税基础为30-0=30万。 负债的计

税基础与负债的账面价值一般来说是相吻合的。 只有预计负

债的问题比较特殊。 如：企业销售商品，可能以后要提供三

包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销售时确认销售费用，借：销



售费用 贷：预计负债 那么，如果负债的数额确定了，假如三

包费用为10万元，确定了一项预计负债，也就确认一项销售

费用，在本期计算利润时10万元的销售费用已经从销售收入

中扣减，已经进行抵扣，这一部分已经不纳税了，以后就不

能在抵扣了。 计提销售商品保修费用时确认为预计负债，同

时确认为费用，费用增加，则企业利润减少，但税法规定本

期要纳税，那么企业本期纳税，以后就可以不纳，就形成以

后可抵扣金额。那么，现在负债的计税基础=负债账面价值(

销售费用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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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0 负债的账面价值为10万 两者的差额

为10万，即：暂时性差异 换角度理解： 会计上，在销售时计

算三包费用时应该确认预计负债10万元 税法上，负债的金额

为0，即计税基础为0 两者的差额即：暂时性差异 二、暂时性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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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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