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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7_BA_A7_E4_c44_503670.htm 所得税费用是如何

计算出来的呢？是通过如下公式计算的：所得税费用=当期应

交所得税 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当期应交所得税的计算是税法的事情，而当期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及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算就是

本章的事情了。 下面说一下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如

何计算的：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所得税税率。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如何

计算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资产计税基础－资产账面价值

） （负债账面价值－负债计税基础）。需要说明的是，上述

公式中括号里计算出来的数必须是个正数，因此这就要求资

产计税基础＞资产账面价值、负债账面价值＞负债计税基础

。 如果资产计税基础＜资产账面价值、负债账面价值＜负债

计税基础，那就该计算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了：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资产账面价值－资产计税基础） （负债计税基础－

负债账面基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计算出来之后，就可以

计算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了：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负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所得税税率。 好，现在问题的核

心出来了，那就是资产计税基础、负债计税基础如何计算的

问题。顺便说一句，并不是所有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都会产

生当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所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也

不会都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计税基础、负债计税基础

的具体计算如下： 1、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固定资产的实际



成本－税收累计折旧 2、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无形资产的实

际成本－税收累计摊销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计税基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成本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计税基

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成本 5、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计税基础=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历史成本 6、因提供售后服务产生的

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0 7、因除提供售后服务以外的原因产

生的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因除提供售后服务以外的原因产生

的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8、预收账款的计税基础（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件）=预收账款的账面价值 9、预

收账款的计税基础（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收入确认条

件）=0 10、应付职工薪酬的计税基础=应付职工薪酬的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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