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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得税会计的核算原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规定，企业应当
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企业的“所得税费用”。

情形一：

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企业应于资产负债表日分析
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如果两者之
间存在差异，则应确认（准则另有规定的情形除外）
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记载
递延所得税费用（或递延所得税收益）。

小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采用“应付税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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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得税会计的核算原则

情形二：

企业合并等特殊交易或事项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
于购买日比较其入账价值与计税基础，按照准则规定
计算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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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的计税基础含义

准则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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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的计税基础

＝未来可税前扣除的金额（允许随着耗用发挥功能
，税前扣除）

＝资产的入账金额－以前期间已作税前扣除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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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计税基础就是指按照税法规定重新计算所得到
的金额。

是按照税法规定入账、折旧（对于固定资产而言）、
摊销（对于无形资产而言），如此所计算出的金额便
是纳税申报时税务机关所认可的金额，也就是未来期
间可在纳税申报时据实扣除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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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资产在取得时的入账价值也是税法认可
的金额，易言之，在入账时，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
基础是相同的。

但在入账之后，由于企业会计准则的不少规定与税收
法规存在差异，因此，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
间便可能产生差异。

准则把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称作暂
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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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企业遵循会计准则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企业超出税
法的许可范围对固定资产作加速折旧、缩短折旧年限
、资产减值等处理，对无形资产作加速摊销、缩短摊
销年限、资产减值等处理，对交易性金融资产作公允
价值调整变动处理等，都不被税收法规所认可。

这样，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就会出现暂时
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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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1、账面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允许企业按其规定缩短折旧年限、
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入账成本－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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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税基础

而根据企业所得税相关法规的规定，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所记录的资产减值损失一律不得在税前扣除。
除非经过报批程序，企业在纳税申报时应当采用直线
法计算折旧。所以：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入账成本－按照税法规定已在以前期间税前扣

除的折旧额

对比以上两个公式不难看出，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
计税基础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折旧方法、折
旧年限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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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计税基础

甲公司20×0年12月购入的某项设备原价为1 000万
元，经济寿命为10年，净残值为0。该设备不符合税
法规定的加速折旧条件。会计处理中按双倍余额递减
法计提折旧。20×2年年底，对该项固定资产计提了
40万元的减值准备。则在第20×2年年末：

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

＝成本－按照税法规定已在以前期间税前扣除
的折旧额

＝1 000－（100＋100）

＝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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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账面价值

甲公司20×0年12月购入的某项设备原价为1 000万
元，经济寿命为10年，净残值为0。该设备不符合税
法规定的加速折旧条件。会计处理中按双倍余额递减
法计提折旧。20×2年年底，对该项固定资产计提了
40万元的减值准备。则在第20×2年年末：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成本－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 000－（200＋160）－40

＝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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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税基础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应以公允价
值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所以：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成本±公允价值变
动

税法规定，在纳税申报时，纳税人的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投资等各项资产成本的确定应遵循历史
成本原则。因此：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税基础＝入账成本

可见，交易性金融资产形成差异的原因在于，税法对
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未实现的浮动盈亏）一概不予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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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

甲公司20×7年7月以100万元的成本购入上市公司股
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理。当年年末，该资产市价
飙升至900万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入账成本±公允价值变动＝100＋800＝900
（万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税基础

＝入账成本＝100（万元）



在线开放课程复习：【例2】

甲公司2007年12月购入设备一台并投入使用，原值
360万元，净残值60万元。会计允许采用年数总和法
，折旧年限5年；税法规定采用年限平均法，折旧年
限4年。2010年12月31日该项资产账面价值和计税基
础分别是（ ）万元。

A.90，72     B. 120 ，135   

C.180，144   D.225，240

答案：B

解析：账面价值＝360－300×（5/15＋4/15＋3/15）
＝120万元。计税基础＝360－300/4×3＝1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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