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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7_E8_B4_9F_E5_c42_535466.htm 《企业会计准则第18

号所得税》规定，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应区分为

三种情况：一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作为所得税费用

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即“所得税费用”账户；企业合并产

生的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计入合并商誉，即“商誉”账户

；与直接计入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应计入权益，即“资本公积”账户。 在计算递延所得税时，

企业应于每年年末时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各资产、负债项目和

所得税法规的规定，计算确定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

资产及当年所得税费用，其具体计算步骤如下：（1）计算资

产或负债各项目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并确认差异的

性质，即是应税暂时性差异还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计

算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余额。“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

＝应税暂时性差异×所得税税率”，“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所得税税率”。（3）计算本期递延所

得税负债或资产调整额。“本期递延所得税负债调整额＝递

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本期

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递延所得

税资产期初余额”。（4）计算本期应交所得税。“应交所得

税＝（会计利润±纳税调整额）×所得税税率”。（5）计算

本期所得税费用。“所得税＝本期应交所得税±本期所得税

负债调整额±本期所得税资产调整额＝本期应交所得税＋（

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所得税资产



期末余额-所得税资产期初余额）”。值得注意的是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的特点，即当税率或税基变动时，要按预期税率对

“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的余额进行

调整，即对企业期末资产或负债的调整。 一、应计入当期损

益的所得税会计处理 企业发生的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除企业

合并和与直接计人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以外，都应计入

当期损益。其会计处理为：按本期应交所得税，加本期递延

所得税负债增加额，减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额，借记“

所得税费用”科目；按本期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额，借记“

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按本期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额，贷

记“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按本期应交所得税，贷记“应

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科目。 [例1]某企业于2006年12月25日以

银行存款购入一套不需要安装的数控机床，价值105万元，使

用寿命5年，预计净残值5万元，企业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

提折旧，按税法规定应按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该企业2007

年至201 1年各年税前利润分别为78万元、87万元、108万元

、86.5万元、86.5万元，所得税税率33％。2008年12月31日复

核该机床可收回金额为30万元，重新预计净残值仍为5万元，

使用寿命不变，假设不考虑其他税费。要求列出机床取得时

的会计分录；计算各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并编制会计分录

。 1 购置机床时 借：固定资产机床 1050000 贷：银行存款

1050000 2 计提各年折旧、资产减值和所得税等 （1）2007年各

种计提及会计分录 税法规定年折旧额＝（105-5）÷5＝20（

万元） 2007年会计折旧＝105×40％＝42（万元） 借：制造费

用420000 贷：累计折旧420000 本年应交所得税＝（会计利润

＋多提折旧）×所得税税率 ＝（78＋22）×33％＝33（万元



） 机床账面价值＝105-42＝63（万元） 机床计税基础

＝105-20＝85（万元）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85-63）×33

％＝7.26（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2574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2600 贷：应交税费所得税 330000 （2）2008年各项计提及会

计分录 会计折旧＝（105-42）×40％＝25.2（万元） 借：制

造费用 252000 贷：累计折旧 252000 2008年12月31日测试机床

的减值额＝（105-42-25.2）-30 ＝7.8（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

失 780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78000 本年应交所得税＝（会

计利润＋多提折旧＋计提减值）×所得税税率＝（87＋5.2

＋7.8）×33％＝33（万元） 机床账面价值＝105-（42＋25.2

＋7.8）＝30（万元） 机床计提基础＝105-20×2＝65（万元）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65-30）×33％＝11.55（万元） 本年

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11.55-7.26＝4.29（万元） 本年所得税

费用＝33-4.29＝28.71（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287100 递延所

得税资产429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30000 （3）2009年

各项计提及会计分录 会计折旧＝30×40％＝12（万元） 借：

制造费用 120000 贷：累计折旧 120000 应交所得税＝（会计利

润一少提折旧）×所得税税率 ＝（108-8）×33％＝33（万元

） 机床账面价值＝105-（42＋25.2＋7.8＋12）＝18（万元） 

机床计税基础＝105-20×3＝45（万元）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

＝（45-18）×33％＝8.91（万元） 本年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资

产＝8.91-11.55＝-2.64（万元） 本年所得税费用＝33＋2.64

＝35.64（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3564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

得税 33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400 （4）2010年各项计提及会

计分录 会计折旧＝（30-12-5）×50％＝6.5（万元） 借：制造

费用 65000 贷：累计折旧 65000 应交所得税＝（会计利润＋少



提折旧）×所得税税率 ＝（86.5＋13.5）×33％＝33（万元） 

机床账面价值＝105-（42＋25.2＋7.8＋12＋6.5）＝11.5（万元

） 机床计税基础＝105-20×4＝25（万元）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

产＝（25-11.5）×33％＝4.455（万元） 本年应调整递延所得

税资产＝4.455-8.91＝-4.455（万元） 本年所得税费用＝33

＋4.455＝37.455（万元） 借：所得税费用 374550 贷：应交税

费应交所得税 33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44550 （5）2011年各项

计提及会计分录 会计折旧＝（30-12-5）×50％＝6.5（万元） 

借：制造费用 65000 贷：累计折旧 65000 应交所得税＝（86.5

＋13.5）×33％＝33（万元） 机床账面价值＝105-（42＋25.2

＋7.8＋12＋6.5＋6.5）＝5（万元） 机床计税基础＝105-20×5

＝5（万元）-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5-5）×33％＝0 本年

应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0-4.455＝-4.455（万元） 本年所得税

费用＝33＋4.455＝37.455（万元） 会计分录同2010年。 二、

应计入商誉的所得税会计处理 根据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企

业合并所产生的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计入合并商誉。在企

业合并时，按支付的价款与购买日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

公允价值的差额，借记“商誉”科目，贷记“递延所得税负

债”科目。 [例2]A公司以发行8000万元的股份购买B公司全部

产权，该项合并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改组条件，所得税税

率33％，B公司所有资产、负债如表2所示。 要求计算合并商

誉，编制A公司合并时的分录；计算递延所得税并编制会计

分录。 （1）合并商誉＝8000-7000＝1000（万元） 借：固定

资产 50000000 存货 20000000 应收账款 13000000 商誉 10000000 

贷：应付账款 5000000 长期借款8000000 股本80000000 （2）递

延所得税负债＝1100×33％＝363（万元） 借：商誉 36300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3630000 三、应计入权益的所得税会计

处理 根据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与直接计人权益的交易或事

项相关的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应计入权益。 [例3]A公司2007

年4月1日以设备和材料批对B公司投资，该设备账面原值300

万元，已提折旧60万元，评估价值280万元，材料账面价

值200万元，评估价值200万元，增值税税率17％，所得税税

率33％，要求A公司计算投资成本并作投资时的会计分录，计

算递延所得税并编制会计分录。 （1）增值税销项税额＝200

×17％＝34（万元） 投资成本＝280＋200＋34＝514（万元） 

增加权益＝280-（300-60）＝4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 5140000 累计折旧 600000 贷：原材料 2000000 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000 固定资产设备 3000000 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400000 （2）递延所得税负债＝40×33％＝13.2

（万元）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32000 贷：递延所得

税负债 13200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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