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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以下简称“新准则”）中

要求：企业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应当以很

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

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根据

税法规定对递延所得税资产（注：此处只提及递延所得税资

产）按照预期收回该资产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当适用税率

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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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所得税资产以外，应当将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期的所得税

费用。新准则还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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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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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的应用指南

规定，按照税法规定允许用以后年度所得弥补的可抵扣亏损

比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原则处理。 根据上述分析，企业在

发生可抵扣亏损的年度以及抵扣可抵扣亏损的年度，分别涉

及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初始确认和后续计量。在初始确认过程

中，在企业发生亏损的年度，需要首先判断企业在以后可抵

扣亏损的年度能否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如能

获得则要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损的未来应纳税所

得额为限，不能高估递延所得税资产；否则不予以确认。在



后续计量过程中，一方面可能遇到适用税率变化时需要对递

延所得税资产进行重新计量。另一方面，可能遇到在抵扣可

抵扣亏损的年度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

所得税资产，需要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减记后，在很

可能获得足够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

时，需要转回减记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此本文通过以下举

例仔细分析。 一、适用税率不变时税前可弥补亏损的所得税

费用核算 [例1]某企业2004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一500万元，

当年适用税率为33%，当期无暂时性差异。假设该企业未来

期间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

产。2004年12月31日，该企业应确认递延所得税利益（资产

）。其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500万元

×33％） 1650000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650000

2005年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20万元，当年适用税率

为33%，当期无暂时性差异。所以，2005年12月31日，该企业

的账务处理应为：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120万元

×33%） 396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396000 2006年

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800万元，当年适用税率为33%，当

期无暂时性差异。2006年12月31日的账务处理为： 借：所得

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1650000396000）1254000 所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费用 1386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1254000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386000 应交所得税=[800-

（500-120）]×33%=138.6（万元） 假设[例1]中，该企业2006

年、2007年、2008年均无应纳税所得额和暂时性差异。2009年

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200万元，若当年适用税率仍为33%

，当期无暂时性差异。2009年12月31日，该企业的账务处理



应为：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200万元×33%）

660000 营业外支出递延所得税资产 594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

产补亏抵减 1254000 当企业税前可弥补亏损超过税法规定的

五年期限，应将尚未抵扣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记，计入营业

外支出，确认当期损益。在税法规定可抵扣亏损年度结束以

前的年度，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也应当对递延所得税资产进

行复核，若发现未来期间难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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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企业也应减记由于可抵扣亏

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 二、适用税率变动时

税前可弥补亏损的所得税费用核算 [例2]某企业2006年的应纳

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当年适用税率为33%，当期无暂时性

差异。假设该企业未来期间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

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2006年12月31日，该企业应确认递

延所得税利益（资产），其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补亏抵减（1000万元×33%） 3300000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

所得税费用 3300000 2007年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200万元

，当年适用税率为33%，当期无暂时性差异。2007年12月31日

账务处理为：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200万元

×33%）66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660000 2008年

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当年适用税率为25%，当

期无暂时性差异。2008年12月31日的账务处理为： （1）递延

所得税资产因适用税率变化重新计量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

得税费用 64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640000 递延所

得税资产减少（1000-200）×（33%-25%）=64（万元） 此处

适用税率下降，应在税率下降后减少递延所得税资产并计入

当期的所得税费用。若适用税率上升，则需补记递延所得税



资产并冲抵当期的所得税费用。 （2）企业用当年的应纳税

所得额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00万元×25%）25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250000 2009年该企业无应纳税所得额和暂时性差异，并预计

未来三年期间内无法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

所得税资产（有相关证明）。当年适用税率为25%.2009年12

月31日，该企业的账务处理应为： 借：营业外支出递延所得

税资产 175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1750000 2010年

经过多方努力，该企业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为80万元，并预

计未来期间将会继续盈利，当年适用税率为25%，当期无暂

时性差异。2010年12月31日，该企业的账务处理应为：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1750000 贷：营业外支出递延所得

税资产 1750000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80万元

×25%）20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200000 2011年

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1000万元，当年适用税率为25%，当

期无暂时性差异。2011年12月31日的账务处理： 借：所得税

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550000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费用

95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 1550000 应交税费应交所

得税 950000递延所得税资产（补亏抵减）=175-20=-155（万元

） 应交所得税=（1000 200 100 80-1000）×25%=95（万元） 

假设[例2]中，2011年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500万元，当年

适用税率为25%，当期无暂时性差异。2011年12月31日，该企

业的账务处理应为： 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250000 营业外支出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000 贷：递延所得税资

产补亏抵减 1550000 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500

×25%=125（万元） 营业外支出=155125=30（万元）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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