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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指税务会计将按会计标准（包括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核算得出的财务会计中的利润总额、会计收入、应交税金调

整为按税法的规定核算的税务会计中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税

收入和应纳税额的过程。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税

务会计调整核算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是研究在税务会计完全

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后财务会计的税金处理和税务会计的

调整核算。税务会计完全分离后财务会计对税金的处理与现

时我国财务会计的处理有较大区别。 税务会计核算实质上是

调整核算，现行纳税调整只是体现调整的结果，没有反映调

整的过程，即使有调整的过程也只是十分简单的计算表，税

务会计的调整核算则是完备的账簿体系，编制调整表最后，

须在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中记录。这样，调整结果更具可验

证性，能提高税务处理结果的正确性，也有利于纳税筹划。

在实际工作中，会计人员对纳税处理有很多困惑和麻烦，税

务人员和税务机关对财务会计的处理结果当然不认账，税务

人员的调整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对会计人员而言不透明，

从头做又太费时。因此，在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后，税

务会计的调整核算就很有必要，对税务会计的调整核算的研

究也十分必要。 关于税务会计调整核算的方法，本文认为税

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应各做一套账，否则税务会计就不成为与

财务会计独立的税务会计，税务会计就没有从财务会计中分

离出来．但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两套账中，以财务会计的



账为主，以税务会计的账为次，税务会计账在财务会计账的

基础上进行调整，税务会计账在数量上比财务会计账要简单

得多。 税务会计调整核算的具体方法主要是： 一、编制调整

分录 税务会计调整核算中的调整分录类似于合并会计报表中

的抵消分录，采用借贷记账法，单独设置一些调整中所需用

到的、财务会计中平时不会用到的账户，如“营业外支出调

整”等账户，计算应税收入或应纳税所得额时主要用损益类

账户及其调整账户。但为便于复式记账和明确调整核算的来

龙去脉，调整分录中也涉及一些资产、负债类账户及其调整

账户，涉及所得税会计调整的收入、费用调整账户应结转至

“本年利润调整”账户。税务会计调整核算中的调整分录由

记账符号、账户名称和金额三部分构成，一般采用复式记账

法，是税务会计记账凭证中的主要和实质性内容。与财务会

计中一般会计分录相比，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有以下特点： 

①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是在财务会计体系之外，而财务会计

中一般会计分录是在财务会计体系之内进行调整。税务会计

的调整分录不对财务会计资料起作用，只对税务会计资料起

调整作用。 ②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用到一些财务会计中没有

用到的账户，如“营业收入调整”、“本年利润调整”等账

户，因为调整分录是为计算确定应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服

务的。 ③税务会计调整分录的发生额本身并无实际作用，只

有将其与财务会计中其他有关数据结合，计算出税务会计的

计税依据（应税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时，才有

现实意义，调整核算才算结束。 ④税务会计的调整分录不涉

及财务会计有关账簿和报表项目的调整，税务会计中应税收

入、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的计算，既用到财务会计中有



关账户的余额或发生额，又用到调整分录中的发生额。对于

时间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不需结转，其余额直接结转至

下年度。对于永久性差异的调整分录，年末需要结转。对于

直接调整核算的，将“应交税金调整”账户与有关资产、负

债调整账户对冲；对于间接调整核算的，将“本年利润调整

”或“营业收入调整”账户与有关资产、负债调整账户对冲

。这样，涉及永久性差异的调整账户年末结转后就没有余额

。 二、直接调整核算和间接调整核算 税务会计的调整核算可

分直接调整核算和间接调整核算。 直接调整是指应纳税额的

调整一步到位，它是据财务会计中“应交税金”加税务会计

中中“应交税金调整”账户的贷方发生额，减“应交税金调

整”账户的借方发生额，如消费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的税务会计调整核算。 间接调整是指先调整得到计税依据

（应税收入或应纳税所得额），然后，计算计税依据与适用

税率的乘积，得到应纳税额，如所得税、营业税的税务会计

调整核算。其中所得税的应纳税所得额是据财务会计的“本

年利润”账户的余额加税务会计中的“本年利润调整”账户

的贷方发生额，减去税务会计中“本年利润调整”账户的借

方发生额而得到；营业税的应税收入是据财务会计的“营业

收入”账户的余额加税务会计中的“营业收入调整”账户的

贷方发生额，减去税务会计中“营业收入调整”账户的借方

发生额而得到。 当然，有的税种的调整核算既要用到直接调

整核算又要用到间接调整核算，这样，其调整核算就较复杂

。 三、税务会计调整核算的计算 同财务会计中账户余额与发

生额之间的数量关系相同，期末余额=期初余额 增加发生额-

减少发生额，在借贷记账法下，负债、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



贷方期末余额=贷方期初余额 贷方发生额-借方发生额，从中

我们可发现：在计算时记账方向之间同方向（贷方与贷方、

借方与借方）相加，不同方向（贷方与借方）相减。 在税务

会计调整核算计算时，既涉及到财务会计中的账户，又涉及

到税务会计中的账户，但记账方向之间同方向（贷方与贷方

、借方与借方）相加，不同方向（贷方与借方）相减的规律

没有改变，就如同编制合并报表时，据抵消分录在合并报表

工作底稿中计算合并数一样。 在税务会计调整计算时，主要

是应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三个税务会计账户的

调整，按账户的性质，这三个账户属于收入、利润和负债类

，其账户结构基本一致，都是贷方登记增加，借方登记减少

，负债账户有余额，在贷方。 应税收入据财务会计中“营业

收入”账户的贷方余额加税务会计中“营业收入调整”账户

的贷方发生额，减“营业收入调整”账产中借方发生额而得

到。 应纳税所得额据财务会计中“本年利润”账户的贷方余

额加税务会计中“本年利润调整”账户的贷方发生额减税务

会计中“本年利润调整”账户的借方发生额而得到。 应纳税

额据财务会计中“应交税金”账户的贷方余额加税务会计中

“应交税金调整”账户的贷方发生额减“应交税金调整”账

户的借方发生额而得到。 对既用到直接调整核算又要用到间

接调整核算的税种，其应纳税额的计算为，先进行间接调整

核算，后进行直接调整核算，即第一步调整确定计税依据（

包括应税收入和应纳税所得额），第二步据计税依据与适用

税率得到调整前的应纳税额，第二步据调整前的应纳税额与

直接调整核算的结果得到应纳税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