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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额。它分为永久性差异和

暂时性差异两类。本文所涉及的几种特殊收入的计税差异即

属于永久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是指某一会计期间，由于会计

准则，制度和税法在计算收益、费用和损失时的口径不同，

标准不同，所产生的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额之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不影响其它会计报告期，也不会在其它期间得到

弥补。 一、售后回购的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对于售后回购一般情况下不应当确认为收入，企业销售

商品在附有回购协议的方式下，发出商品的实际成本与销售

价格以及相关税费之间的差额，在“待转库存商品差价”科

目核算，不确认收入。若回购价格大于原售价的，应在销售

与回购期间内按期计提利息费用，计提的利息费用直接计入

当期财务费用。企业日后重新购回该项商品时，按购入物资

处理，并将与该购回商品有关的“待转库存商品差价”科目

的余额冲减或增加购回商品的成本。但税法规定，售后回购

业务应视为销售、购入两项业务，应对销售收入征收企业所

得税和增值税。 [例1]甲、乙企业签署了一项售后回购协议

，2005年1月1日，甲企业将商品销售给乙企业，销售价格

为400万元，增值税68万元，商品成本300万元。根据协议，

甲企业在12月31日以420万元（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购回了该

批商品。假设甲、乙企业增值税税率为17％，企业所得税税

率为33％，暂不考虑其它税费，甲企业2005年利润总额200万



元。 根据会计规定，甲企业在2005年年末应计提利息费用20

万元，购入商品的增值税进项税额=420×17％=71.4（万元）

，但税法上视售后回购业务为销售、购入两项经济业务。所

以，甲企业2005年应调增应纳税所得为400-300=100（万元）

。应纳税所得额；200 100=300（万元），应交所得税=300

×33％=99（万元）。甲企业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2005年1月1

日甲企业向乙企业销售时： 借：银行存款 4680000 贷：库存

商品 3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80000 待转

库存商品差价 1000000 2005 年计提利息费用时： 借：财务费

用 200000 贷：待转商品进销差价 200000 2005年12月31日甲企

业向乙企业回购时： 借：库存商品 300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进项税额） 714000待 转商品进销差价 1200000 贷：银

行存款 4914000 二、在建工程试运行收入的会计与纳税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因进行试运

行多发生的净支出，计入工程成本。企业的在建工程项目在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取得的试运行过程中形成的、能够

对外销售的产品，其发生的成本，计入在建工程成本；销售

或转为库存商品时，按实际销售收入或预计售价冲减工程成

本。但税法规定，企业在建工程发生的试运行收入，不能直

接冲减在建工程成本，而应并入总收入予以征税。 [例2]甲企

业一在建工程试投产运行期间共生产出产品1000件，总成本

为20万元，销售产品后取得款项29.25万元。甲企业当年利润

总额为100万元。设甲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 甲企业试运行

阶段取得销售收入29.25万元，其中不合增值税的价格29.25÷

（1 17％）= 25（万元）。根据会则规定，这25万元应冲减在

建工程成本，并且生产这批产品发生的总成本20万元应计入



在建工程成本。但税法规定，甲企业在建工程的试运行收入

不能直接冲减在建工程成本，所以其应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

：25-20=5（万元），应纳税所得额：100 5=105（万元），应

交所得税=105=33％=34.65（万元），所以，甲企业相关会计

处理如下： 借：在建工程 200000 贷：银行存款 200000 借：银

行存款 292500 贷：在建工程 250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 425000 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46500 贷：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46500 三、补贴收入的纳税调整及会计

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实际收到即征即退、先征后退

、先征税后返还的增值税，借记“银行存款”，贷记“补贴

收入”。但税法规定，自2000年6月24日起至2010年以前，对

增值税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17％的法

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即征

即退的政策、所得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

再生产的，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 [例3]某企业2005年12月获得软件产品增值税超负返还款5

万元，2005年利润总额100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该

企业在获得软件产品增值税超税负还款5万元时，在会计上计

入“补贴收入”科目。但税法规定。若所退税款由企业用于

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的，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

收入，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所以，在计算交纳企业所得税时

，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5万元，应纳税所得额=100-5=95（万

元），应交所得税=95×33％=31.35（万元），甲企业的会计

处理如下： 借：银行存款 50000 贷：补贴收入 50000 借：所

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313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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