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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B_93__E3_80_8A_c44_70934.htm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

更正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会计处理比较 一、账务处理程

序 1.无论是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差错更正还是资产负债表日

后事项，其处理的本质后果都是要将以前的业务追溯调整成

最新口径，所以先想当初的原始分录是怎么作的，再想象应

当如何作，而后将其差额修补上即为第一笔分录。 （1）当

要调整的事项造成以前年度的利润少计时：（以前年度的收

入少计或费用多计时。比如：折旧多提） 借：累计折旧等相

应的科目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代替的是当初多提的折旧

费用） （2）当要调整的事项造成以前年度的利润多计时（

以前年度的收入多计或费用少计时。比如，无形资产少摊了

费用）：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代替的是当初少摊的费用

） 贷：无形资产 2.调整所得税影响 （1）三种业务的所得税

处理原则 会计政策变更的所得税问题：由于会计政策的变更

通常是会计行为而不是税务行为，一般不影响应交所得税，

所谓的影响也仅局限于“递延税款”的影响。由此推论：（1

）在应付税款法下，根本不用考虑所得税影响。（2）考虑所

得税影响需同时满足的两个条件：第一：所得税核算方法是

：纳税影响会计法；第二：基于会计政策的变更产生了新的

时间性差异。 会计差错更正的所得税问题： 1.如果该差错影

响到了应税所得口径，则应调整“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 2.如果该差错影响到了时间性差异，则只有在纳税影响

会计法下才应调整“递延税款”。 3.如果会计差错更正属于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则需参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所

得税处理原则。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所得税问题： 1.调整

“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的两个必备条件： （1）该调

整事项影响到了应税所得口径； （2）该调整事项发生在所

得税汇算清缴日之前。 2.调整“递延税款”的情况： （1）在

纳税影响会计法下，调整事项影响到了时间性差异。 （2）

发生在汇算清缴日之后的应税所得口径调整，在纳税影响会

计法下应调整“递延税款”。（在应付税款法下则不作处理

）。 （2）根据上述原则分析后认定所得税费用影响额： A.

净调减所得税费用： 借：应交税金（或递延税款） 贷：以前

年度损益调整 递延税款（或应交税金） B.净调增所得税费用

：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应交税金（或递延税款） 贷：递延

税款 （或应交税金） 3.将税后影响转入“利润分配———未

分配利润” （1）调减税后净利时： 借：利润分配———未

分配利润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调增税后净利时： 借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调整多

提或少提的盈余公积 （1）调减盈余公积时： 借：盈余公积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调增盈余公积时： 借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贷：盈余公积 需注意的是： 对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处理，还应将前三个分录合并为一个，即不

允许出现“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其他情况则无此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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