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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8C_E4_BC_9A_E8_c45_75468.htm 一定要注意题干中的

月份，陷阱！！！ 一定要注意开始的月份,不管是固定资产计

提折旧还是长期股权投资算投资收益还是摊销股权投资差额 

看到双倍余额递减法，马上要注意三点问题1、从从哪个月份

开始计提折旧2、头几年不管残值 3、本年要减去上一年已经

提的折旧 4 如果折旧方法改变，要视同一开始就用此方法。 

看到年数总和法，马上要注意三点问题：1、从从哪个月份开

始计提折旧2、不是年初购入，一定注意要分年段注意，也就

是说一年中要分成两段计算。！！！ 3、要管残值 4、如果折

旧方法改变，要视同一开始就用次方法。 会计政策变更用到

固定资产折旧算累计影响数时，每一年的税前影响一般都是

不一样的，所以一定千万要算对固定资产每一年的折旧 租赁

的情况下，如果租期是4年，别忘了折旧月数是47个月，而不

是48 个月 投资收益一定是从开始投资时再计算！！！ 总忘了

！！！ 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别忘了如果不是全年，要数月份

！！！ 根本提示 企业的净利润=税前会计利润－所得税费用 

不管是应付税款法还是纳税影响会计法，应交所得税是一样

的，不同的是所得税费用。前者既可以用来处理永久性差异

，又可以用来处理时间性差异，纳税影响会计法只能处理时

间性差异。 计提跌价准备，递延税款在借方 做会计政策变更

题目，只有在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并存在时间性差异时，才

考虑所得税影响，如果采用应付税款法，根本不存在所得税

影响。因为企业的会计政策不能影响税收，而应纳税和所得



税费用在应付税款法下是相同的。 日后事项中，税金的会计

处理和税法一致,就调所得税,如退货,收入减少,相应所得税的

减少税法也认.如果不一致,就不调.但如补提坏帐准备,税法不

认,就不调应交所得税. 所得税 见老师23-13最后应纳税所得计

算好好！！ 注意转回的坏帐准备和跌价准备仍然属于递延税

项，不是应纳税所得的部分，应该从会计利润中减去！！！ 

计提跌价准备,递延税款在借方 预计负债是不确定的,所以税

法是不承认的,所以有递延税款的问题. 新政策的利润大于原

政策，累计影响数就是正数 注意解题思路！！！ 如果第一季

度应税所得是500万，实发工资是160万，计税工资是60，可

抵减时间性差异是25万，那么应交所得税是（500 100 25

）*33% ，注意别忘了加上可抵减时间性差异 会计政策变更 

新政策的利润大于原政策，累计影响数就是正数 双倍余额递

减法的例子 原价是310000，残值是10000，预计使用5年，每

年折旧是310000*2/5=124000，注意不要把减残值 解题秘诀！

！！！！ 只有在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并存在时间性差异时，

才考虑所得税影响 递延税款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的方向一

致. 债务法下，当所得税率变动时，税率调高，应该调增递延

税款的余额，税率调低，应该调减递延税款的余额。 当投资

企业的所得税率与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同时，其投资收

益为永久性差异；从税前会计利润中减去。 当双方所得税率

不同时(注意是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大于被投资企业的所得税

率），其投资收益为时间性差异。 递延法和债务法 递延法是

明知预提多了，也不冲回，前头多提，后头多转，前头少提

，后头少转。冲回时还按原税率。 采用债务法时（陷阱！！

！） 计算发生额时,如果有余额的千万要用原来税率还原,然



后用变动税率去乘.税率变动和余额方向一致. 日后事项 日后

调整事项中应交税金的调整 税金的会计处理和税法一致,就调

所得税,如退货,收入减少,相应所得税的减少税法也认.如果不

一致,就不调.但如补提坏帐准备,税法不认,就不调应交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特点是，调整的是报告年度资产

负债表的期末数和利润表的本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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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