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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9A_E8_B5_84_E4_c46_546988.htm 新企业会计准则及其

应用指南中明确规定，确定固定资产成本时，应当考虑预计

弃置费用因素；将预计未来可能发生的弃置费用按其现值计

入固定资产的成本和相应的预计负债。计入成本的金额作为

固定资产成本的组成部分计提折旧。另外每期需根据预计负

债的余额计提利息，在确认财务费用的同时增加预计负债的

账面余额。这样未来发生的弃置费用，分为本金和利息两部

分，通过两种渠道在资产持有期间计入损益。本金计入固定

资产的成本，通过计提折旧计人损益；预计负债每期计提的

利息，通过财务费用计入损益。通常在企业实际支付弃置费

用时，税法允许抵减应纳税所得。那么在固定资产的持有期

间，因确认弃置费用而多提的折旧和利息就不能进行税前扣

除。可见，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在会计确认当期不允许抵扣

，实际支付时才可以抵减应纳税所得，由此产生固定资产持

有期间的暂时性差异。 [例]假设某固定资产原值50万元，预

计净残值为零，使用年限4年，按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未来

弃置费用为10万元，折现率10％，所得税率30％。 弃置费用

的现值=100000÷（1 10％）4≈68301（元） 固定资产弃置费

用的处理又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假设该固定资产

于2x07年12月购入，初始确认时考虑弃置费用因素，从2x08年

开始计提折旧。 （1）2×07年：2×07年12月购入时初始确认 

借：固定资产568301 贷：银行存款500000 预计负债68301 2

×07年末，按照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分析因计提固定资产弃置



费用产生的暂时性差异，见表1. 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各

自的计税基础不一致，产生等额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

得税负债，不影响所得税费用和当期利润。由此产生是否确

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问题。笔者认为，既

然产生了暂时性差异，就应该按照规定处理。 借：递延所得

税资产20490.3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20490.3 （2）2×x08年：

会计确认的年折旧额=568301 4=142075.25（元） 借：制造费

用142075.25 贷：累计折旧142075.25 假定该折旧费用最终全部

计入当期损益，下同。固定资产使用期间内每年计提折旧的

分录相同，出于简化，以后期间计提折旧的分录省略。 税法

允许的年折旧额=500000 4=125000（元） 预计负债计提利

息=68301x10％=6830.1（元） 借：财务费用6830.1 贷：预计负

债6830.1 计提折旧导致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少17075.25，相应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5122.58元（17075.25x30％）。 借：递

延所得税负债5122.58 贷：所得税费用5122.58 由于预计负债计

提利息，导致可抵减暂时性差异增加6830.1，相应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增加2049.03元（6830.1×30％）。 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2049.03 贷：所得税费用2049.03 同税法规定相比，会计每年

多确认折旧17075.25，第一年多计提利息6830.1，共计多确认

费用23905.35.由此产生的暂时性差异使会计比税法少确认所

得税费用7171.61元[（23905.35x30％）或（5122.58 2049.03）]. 

（3）2×09年 预计负债计提利息=（68301 6830.1）x10

％=7513.11（元） 借：财务费用7513.11 贷：预计负债7513.11 

同计提折旧的第一年相同，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 借：

递延所得税负债5122.58 贷：所得税费用5122.58 预计负债计提

利息，导致可抵减暂时性差异增加7513.11，相应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增加2253.93元（7513.11×30％）。 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2253.93 贷：所得税费用2253.93 第二年的暂时性差异使会计

比税法少确认所得税费用7376.51元（5122.58 2253.93）。 （4

）2x10年 预计负债计提利息=（75131.1 7513.11）×10

％=8264.42（元） 借：财务费用8264.42 贷：预计负债8264.42 

继续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少： 借：递延所得税负

债5122.58 贷：所得税费用5122.58 预计负债计提利息，导致可

抵减暂时性差异增加8264.42元，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

加2479.33元（8264.42×3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2479.33 

贷：所得税费用2479.33 第三年的暂时性差异使会计比税法少

确认所得税费用7601.91元（5122.58 2479.33）。 （5）2×11年 

预计负债计提利息=（82644.21 8264.42）×10％=90908.63×10

％=9090.86元。由于计算现值产生的误差，此时实际应计提利

息9091.37元（100000-90908.63），才能使预计负债的余额等

于100000元。 借：财务费用9091.37 贷：预计负债9091.37 继续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减少，随着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完成

，递延所得税负债变为零。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5122.58 贷：

所得税费用5122.58 预计负债计提利息，导致可抵减暂时性差

异增加9091.37元，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2727.41元

（9091.37×3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2727.41 贷：所得税

费用2727.41 随着固定资产达到处置时点，预计负债账户的余

额达到原预计弃置费用的金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最终余额

：预计弃置费用x30％。本例中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余额变

为30000元。 实际支出弃置费用时， 借：预计负债100000 贷

：有关支出100000 实际支出的弃置费用抵减当期的应纳税所

得，因会计上已在前期将其分期计入损益，由此导致实际支



出期间应纳税所得额小于会计利润。因此当期会计比税法多

确认所得税费用30000元。 借：所得税费用30000 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30000 第二种情况：假定固定资产于2x07年6月购入

，初始确认时考虑弃置费用因素，在初始确认当年开始计提

折旧。购买时，初始确认固定资产的成本同第一种情况。 2

×07年7月至12月会计确认的折旧额=568301÷4÷12

×6=71037.63（元）税法允许的折旧额=500000÷4÷12

×6=62500（元）预计负债计提利息=68301×10％÷2=3415.05

（元）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21514.81 贷：递延所得税负

债17929.01 所得税费用3585.80 以后年份的处理与第一种情况

类似，随着折旧和财务费用的计提，递延所得税负债逐渐减

少直至为零，递延所得税资产逐渐增加至30000元。 第三种情

况：假定固定资产于2x05年12月取得，初始确认时没有考虑

弃置费用问题。从2x07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

需要补充确认弃置费用。 用预计弃置费用的现值调整固定资

产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预计负债应该补计的利息6830.1元，

计人留存收益。 借：固定资产68301 留存收益6830.1 贷：预计

负债75131.1 由于确认弃置费用补提折旧17075.25元

（142075.25-125000）。确认分录为： 借：留存收益17075.25 

贷：累计折旧17075.25 补充确认弃置费用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情况同表2.根据表2，补充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

负债，差额7171.60元计入留存收益。该差额等于第一种情况

下2x08年由于暂时性差异的调整导致会计比税法少确认的所

得税费用。以后期间的会计处理与第一种情况相同。 借：递

延所得税资产22539.32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15367.72 留存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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