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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A_A7_E8_AF_84_E4_c47_80744.htm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由于经营活动的需要，要对一些现有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

，评估后必将产生一些价值上的变化，而这些评估资产的增

值或减值也会对当时以及今后的税收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

，很有必要对此方面的税收政策进行分析，对税收的影响作

些充分的考虑。企业资产评估主要影响的税种包括：企业所

得税、房产税、印花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 资产评估

对企业所得税方面的影响是直接的。所得税法规定，在按评

估价调整了有关资产账面价值并据此计提折旧或摊销的，对

已调整相关账户的评估增值部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

得扣除。也就是说，企业对评估增值可以计提折旧或摊销，

但是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不得扣除，需要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税法规定在调整应纳税所得额时，经税务机关认可，可在

据实逐年调整和综合调整两种方法中选择一种方法。据实逐

年调整是对实际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评估增值进行调整；而

综合调整是在以后年度（调整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0年）纳税

申报的成本费用项目中予以平均调整。两种方法下每年调增

的应纳税所得额不同，究竟选择何种调整方法对企业有利，

企业事先应进行分析和比较，从中选择一种对企业有利的方

法进行调整。 对于诸如存货之类的流动资产评估增值，因存

货的变现速度较快，相应地进入成本费用的速度也较快，该

部分资产的评估增值如按据实调整法，则相应的要提前调整

增加应纳税所得额，没有达到递延纳税的目的。应尽可能随



其他资产的评估增值一起采取综合调整的方法，使前期实际

调整的评估增值数额小于按据实调整法调增的评估增值数额

，而使企业获得递延缴纳所得税的好处。 对于固定资产的评

估增值，则要看评估后尚可计提折旧年限，如尚可计提折旧

年限大于综合调整法规定的年限，则按据实逐年调整方法每

年调整的折旧费用小于综合调整法调整的费用，企业应该选

择据实逐年调整方法；相反，如尚可计提折旧年限小于综合

调整法规定的年限，则按据实逐年调整方法每年调整的折旧

费用大于综合调整法调整的费用，企业应该选择综合调整方

法。 房产评估对房产税方面影响也是很大的。企业对资产进

行评估后，一般都会在会计帐务上按评估后的资产价值进行

会计处理，这样，在企业按房产原值缴纳房产税时，就会发

生多缴或少缴的问题。税法规定，房产原值是指纳税人按照

会计制度规定，在账簿“固定资产”科目中记载的房屋原价

。对纳税人未按会计制度规定记载的，在计征房产税时，应

按规定调整房产原值，对房产原值明显不合理的，应重新予

以评估。因此，房产评估后，如果增值较大，在不影响企业

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和不违反会计制度的前提下，可以不进行

会计处理，不在“固定资产”科目反映；如果评估减值较大

，需要在会计帐务上进行反映的，也要主动向税务部门说明

情况，以免造成少缴税收受到不必要的处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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