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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企业所得税的确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列报，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

称所得税包括企业以应纳税所得额为基础的各种境内和境外

税额。 第三条 本准则不涉及政府补助的确认和计量，但因政

府补助产生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应当按照本准则进行

确认和计量。 第二章 计税基础 第四条 企业在取得资产、负

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

税基础存在差异的，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所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第五条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

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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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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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暂时性差异 第

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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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税金额

的影响，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第八

条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

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

。 第九条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

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可抵扣金额的暂



时性差异。 第四章 确认 第十条 企业应当将当期和以前期间

应交未交的所得税确认为负债，将已支付的所得税超过应支

付的部分确认为资产。 存在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的，应当按照本准则规定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

所得税资产。 第十一条 除下列交易中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以外，企业应当确认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负债： （一）商誉的初始确认。 （二）同时具有下列特征

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 1.该项交易不是企

业合并； 2.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

按照本准则第十二条的规定确认。 第十二条 企业对与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当

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除

外： （一）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二

）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

所得额为限，确认由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但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交易中因资产或负债的初始

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不予确认： （一）该项交易不

是企业合并； （二）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

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资产负债表日，有确凿证

据表明未来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当确认以前期间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资产。 第十四条 企业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

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



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一）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

很可能转回； （二）未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 第十五条 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

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

扣亏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 第五章 计量 第十六条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

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应当按

照税法规定计算的预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

。 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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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条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

计量，应当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预期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

方式的所得税影响，即在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

负债时，应当采用与收回资产或清偿债务的预期方式相一致

的税率和计税基础。 第十九条 企业不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

和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折现。 第二十条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

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

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利益，应当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在很可能

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应当转回。 第二十

一条 企业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作为所得税费用或收

益计入当期损益，但不包括下列情况产生的所得税： （一）



企业合并。 （二）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者事项

。 第二十二条 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者事项相关的

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 第六章 列

报 第二十三条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应当分别作

为非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第二十四

条 所得税费用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

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所得税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所得税费

用（收益）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所得税费用（收益）与

会计利润关系的说明。 （三）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可抵扣亏损的金额（如果存在到期日，还应

披露到期日）。 （四）对每一类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亏损，

在列报期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 （五）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的，与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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