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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B_B6_E6_B3_95_E5_c46_79111.htm “递延法”和“债务法

”，是在企业缴纳所得税时，按照税收规定对税前会计利润

进行调整时常用的方法。对企业来说，无论采用“递延法”

还是“债务法”，都是因为时间性差异而产生会计所得的提

前实现和挪后实现，结果本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在实际工作

中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账务处理不同。在税率变动或新

税开征时，采用“递延法”时不对“递延税款”科目进行调

整；而采用“债务法”时则要相应地对“递延税款”科目进

行调整，以使余额反映出预付未来税款资产或将来应付税款

债务的真实价值。 二、报表反映不同。税率变动或新税开征

时，势必影响企业会计报表反映的信息，这种影响在“递延

法”下反映在损益表中，在“债务法”下反映在资产负债表

中。前已述及在“递延法”下，递延税款余额不因税率变动

或新税开征而调整，因此，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无法真实地反

映出这一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在“债务法”下，由

于税率变动或新税开征时的情况已在递延税款余额上作了相

应调整，因此资产负债表得以反映这一事项对财务状况的影

响。 三、反映的所得税费用不同。在“递延法”下，某一会

计期间的所得税费用包括两部分，即应付所得税款准备；递

延至以后时期或自以前时期逆转来的时间性差异的纳税影响

。而在“债务法”下，某一会计期间的所得税费用则包括三

部分，即应付所得税款准备；按照本期发生或转销的时间性

差异预计应付的或预付的税款余额；为了反映税率变动或开



征新税时，需对资产负债表中的递延税款余额进行的调整数

。 在实际工作中，使用“债务法”往往比“递延法”更科学

、更合理。理由有两个：一是从理论上看，企业采用“递延

法”时，递延的税款余额不具有实际意义，不对税率变动或

新税开征作调整；而采用“债务法”时，则将递延的税款余

额看做是一种特殊的资产或负债，并随税率变动或新税的开

征作相应的调整，因而理论依据比“递延法”更准确，更符

合权责发生制原则。二是在实际操作上，从税率变动或新税

开征时的报表来看，“递延法”采用损益表，“债务法”采

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是反映企业当年度损益的报表，其组

成科目都是“虚账户”，资料仅限于一个营业周期内，且不

能反映企业整体财务状况；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整体财务

状况的报表，其组成科目为“实账户”，各项目数据具有累

计性，更符合企业持续经营的会计假设。因此，税率变动或

新税开征时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要比使用损益表反映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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