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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所得税会计

6.16.16.1 所得税会计概述

6.26.26.2 计税基础与暂时性差异

6.36.36.3 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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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会计专题   难点梳理

主要难点：
•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原理
• 计税基础的确定
• 与特殊项目有关的递延所得税的确认问题



高级财务会计

6.1     所得税会计概述

6.1.1 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

6.1.2 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简介

6.1.3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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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

会计利润、应税利润

基于利润表的观察：时间性差异、永久性差异

基于资产负债表的观察：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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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利润、应税利润

根据会计准则确定的
一定期间内扣除所得
税费用前的利润,即利
润表中的利润总额。

会计利润 应税利润

根据税收法规确定
的一定期间内据以
交付所得税的利润，
亦称为“应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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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  时间性差异时间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永久性差异

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

观察角度

基于资产负债表基于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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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会计利润与应税利润的差异

如果说：
从利润表出发关注的是时间性差异，
从资产负债表出发关注的是暂时性差异，
那么，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关注永久性差异，
因为它关系到而且只关系到产生该差异的当期应税利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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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利润的确定

应税利润=会计利润

                 +会计上计入利润表而税法不允许税前扣除的确认为费用或损失

                 -会计上计入利润表而税法不计入应税收入的收入或利得

                 +会计上不计入利润表而税法计入应税收入的收入或利得

                 -会计上不计入利润表而税法允许税前扣除的费用或损失

                 +会计上本期计入利润表而税法允许以后期间税前扣除的费用或损失

                 -会计上本期计入利润表而税法允许以后期计入应税收入的收入或利得

                 +税法允许本期计入应税收入而会计上将于以后期计入利润表的收入 

                    或利得

                 -税法允许本期税前扣除而会计上将于以后期计入利润表的费用或损失

永久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本期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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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简介

所得税
会计方法

应付税款法

纳税影响
会计法

递延法

债务法

利润表债务法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以利润表
为基础

以资产负债
表为基础

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也无论会计准则对会计利润的确认与
计量规范有何变化，企业每期都要在会计利润基础上根据税
法规定调整并确定应税利润，以便据以确定本期应交所得税。

特别提示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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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基本程序

概念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将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
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的纳税影响，在资产负债
表中予以递延，并根据每一会计期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和应
交所得税确认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

在所得税会计核算方面贯彻了资产、负债的界定，比较完全
地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要求。
根据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确认各期所得税费用，有助于

准确确认净利润。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既关注到用时间性差异无法解释的所有暂

时性差异，又确认可抵扣亏损之类的暂时性差异的纳税影响，
所以，相对于应付税款法、递延法和利润表债务法而言，能更
加全面地反映各类业务的纳税影响。

合理性

核心 着眼于资产负债表，关注资产、负债的暂时性差异对未来
的纳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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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基本程序

根据当期应税利润和所得税率，确定当期应交所得税

确定有关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比较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确定暂时性差异

确定暂时性差异对未来的纳税影响，进而确定当期递延所得
税的发生额

根据当期应交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确定当期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费用] C=A±B借或贷：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  B                  

贷：应交税金                                            

[当期所得税]   A 

程序

确认与计量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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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计税基础与暂时性差异

6.2.1 计税基础

6.2.2 暂时性差异

资产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

资产、负债的暂时性差异

特殊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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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

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
额。

这里的“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从现在到终止确认这一

未来期间，以折旧的计提、资产的销售等收回资产账面价值

这里的“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未来可税前

抵扣的金额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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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计税基础

示例

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不等于账面价值

资产的后续计量中涉及计提减值准备、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某些特殊业务因税法有特别规定而导致初始确认时就不按取得成本
确定计税基础。

如果在未来计税期间相关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需纳税，则该资产
的计税基础就是指在按照税法规定未来计税时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如果在未来计税期间相关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不需纳税，则该资
产的计税基础等于其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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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税利
润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以抵扣的金额。

这里的“未来期间”——负债的偿还期间

这里的“可予以抵扣金额”

——可予以税前扣除的与负债有关的费用或损失

——对那些与费用或损失无关却与收入有关的负债而言，“可予以抵扣金

额”就应解释为“非应税收入”。

概念

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可予以税前扣除的费用（或损失）
                      或＝账面价值－未来的非应税收入
                

解释公式

为什么是用“账面价值”减去“可抵扣金额（或应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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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什么是计税基础？
计税时归属于该负债的金额

因为：暂时性差异=账面价值 - 计税基础

所以：计算计税基础的目的：找出暂时性差异，以便递延其纳税影响

——各因素关系：
简单算法：暂时性差异=未来可税前扣除费用

则：
暂时性差异=未来可税前扣除费用
                    =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 +未来可税前扣除费用
                    =账面价值 - （账面价值 -未来可税前扣除费用）
按 照 公 式 ：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 -未来可税前扣除费用 

符 合 概 念：暂时性差异=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解释公式   

     为什么“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可税前扣除的费用”？

                                 （以预计负债为例）

 

u为什么要计算计税基础？    ——确定暂时性差异的简单方法：

预计负债的初始确认：只影响会利，但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因为：
预计负债的终止确认：将影响税利——有未来计税时可抵扣费用——有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
所以：现在确定的“暂时性差异” 应该是“未来可税前抵扣费用”

 

u怎样计算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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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如果未来销售货物时缴税

——各因素关系：
 

暂时性差异=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 - （账面价值 -未来的非应税收入）
                    =账面价值 -   账面价值 + 未来的非应税收入 

                    =未来的非应税收入
                    = 0

解释公式   

     为什么“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不交税收入”？
                                 （以预收账款为例）

——确定暂时性差异的简单方法：

预收账款的初始确认：不影响会利，也不影响税利
预收账款的终止确认：将同时影响会利、税利
所以：初始确认时，暂时性差异=0  

 

u如果现在预收款时缴税

——各因素关系：
 

暂时性差异=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 - （账面价值 -未来的非应税收入）
                    =账面价值 -   账面价值 + 未来的非应税收入 

                    =未来的非应税收入
                   

——确定暂时性差异的简单方法：

预收账款的初始确认：不影响会利，但影响税利
预收账款的终止确认：只影响会利，不涉及纳税
所以：初始确认时，存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未来非应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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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的计税基础

示例

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不等于账面价值

如果负债的确认影响到会计利润，并影响到不同期间的应税利润，则负债
的计税基础就不一定等于账面价值。比如与产品保修费用有关的预计负债。

如果负债的终止确认与收入有关，相关负债的计税基础就应是该负债的账
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非应税收入的金额。比如预收销货款。

如果负债的初始确认和终止确认即入账与偿还都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税利润，
则该负债的计税基础等于其账面价值。

如果负债的初始确认影响到会计利润，但负债的偿还却不会产生纳税后果，即
未来可予抵扣的金额为0，则其计税基础也等于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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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的暂时性差异

资产账面
价值小于
计税基础

资产账面
价值大于
计税基础

负债账面
价值大于
计税基础

负债账面
价值小于
计税基础

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按对未来应税金额的影响不同

暂时性差异

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
债期间的应税利润时，将导致
产生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

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
期间的应税利润时，将导致产生
可抵扣金额的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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