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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 会计和税收是经济领域中两个不同的分支，遵循

不同的原则，规范不同的对象。因此，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

；从发展趋势看，我国会计和税法的改革正朝着各自独立的

方向进行，应该说这是符合国际大趋势的。国家税务总局

于2000年发布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以下简称“税

法”)，进一步明确了所得税扣除方法，加强了企业所得税的

征收管理工作。财政部于2001年1月也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

》(以下简称“会计制度”)。这两项法规在各自的领域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它们对固定资产的计价、折旧和修理等问

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本文就此问题对两者作如下比较分

析。 一、固定资产的分类 会计制度将固定资产分为7类，即

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非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租出固定资

产、不需用固定资产、未使用固定资产、土地和融资租入固

定资产。而税法将固定资产分为3类，即房屋和建筑物，火车

、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电子设备和火车、轮

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业务有关的器具、工具

、家具等。二者分类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会计制度着重其管

理以便于组织会计核算；而税法则按照不同类别来制定统一

的折旧年限和残值率，这便于简化折旧的计税扣除。 二、固

定资产的计价 财务会计和所得税会计对固定资产的计价都是

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但存在以下差别: 1．融资租入的固定资

产。税法规定，以融资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照租赁协议



或合同确定的价款，加上运输费、途中保险费、安装调试费

，以及投人使用前发生的利息支出和汇兑损益后的价值计算

。这种规定是为了便于操作，能有效地保证会计数据的可靠

性。而会计制度为了向国际惯例靠拢，体现其作为资产的特

性，并遵循谨慎性原则，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应按资产

租赁开始目的原账面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中较低者

，作为入账价值。按照重要性原则，如果融资租赁资产占企

业资产总额的比例等于或小于30%，在租赁开始日，企业也

可按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最低租赁

付款额是指在租赁期内，企业应支付或可能要求被支付的各

种款项(不包括或有租金和履约成本)，加上由企业或与其有

关的第三方担保的资产余值，在一定情况下还持要加上购买

价格。 2．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税法规定，对捐赠的固定

资产一般不许计提折旧，除非另有规定，即捐赠的固定资产

计税成本是零。会计制度中规定，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捐

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作为入账价值；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

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

关税费或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入账价值。这是为了符合

会计制度对资产所作的定义。 3．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税

法规定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比照接收捐赠的固定资产的处

理原则，也不应当计提折旧。但是由于其符合会计制度关于

资产的定义，在财务会计处理中仍列为企业资产并计提折旧

。 此外，会计制度规定，已全额提取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

不再计提折旧。而税法则规定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不得在税前

扣除，因此，已经全额提取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仍然可以计



提折旧，并在税前扣除。 三、固定资产的折旧 1．折旧范围

。除了税法规定接受捐赠和无偿调入的固定资产不允许计提

折旧外。财务会计和所得税会计中对固定资产准许计提折旧

的范围完全相同。 2．折旧年限、预计净残仁和折旧方法。

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确定固定资产

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并合理选择折旧方法，即允

许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特点，针对固定资产价值磨损的

程度、以及无形损耗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折旧政策。这种规定

合理地考虑了不同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消耗方式，考虑了不同

固定资产提供的经济效益以及修理费用的时间差异性。税法

则按类规定了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并规定企业只能采

取直线法计提折旧，对于促进科技进步、环境保护和国家鼓

励投资的关键设备，以及常年处于震动、超强度使用或受酸

、碱等强烈腐蚀状态的机器设备，确需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

加，进折旧法的，需要申请、审核及批准手续。同时税法规

定，固定资产的净残值在5%以内的，由企业自行确定；需要

特殊调整的，要求到主管税务机关备案。税法这样规定可以

避免不同企业因自订的折旧政策不同，而导致企业实际税负

的不均，造成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同时降低了企业所得税

征收管理的难度。也可以防止企业通过任意制定折旧政策，

从而按自己的意愿进行避税，造成国家税款的流失。 四、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应当按期对固定资产逐

项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

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可收

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但为

保证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防止任意避税，税法规定，除



税法规定可提取的准备金之外任何形式的其他准备金，都不

允许在税前扣除，因此，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一般是不准在税

前扣除的。但同时税法也规定，如果固定资产发生永久性损

害，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可以调整至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并确认损失。也就是说，对于企业提取的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只有该固定资产已经发生了永久性损坏而导致的减值，

税法才予以确认，并且必须经过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同意。 五

、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会计制度和税法对固定资产改良支出的

确认是基本相同的。会计制度对改良的确认主要着眼于对固

定资产性能、质量的影响，以及对所生产产品的质且、成本

的影响，偏重于定性方面的规定。而税法为了增强实际税收

工作的可操作性，更偏重于定量方面的规定，如规定修理支

出达到固定资产原值20%以上，经过修理后的固定资产的使

用寿命延长2年以上等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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