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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税法与财务会计由于各自目的不同，两者很难或也没有必要做到完全统一。 本文从会计角度，按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笫12号要求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具体分析其理论基础、暂时性差异和递延税款的确认、计量
与报告。 文章认为，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和世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国家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趋同是提供可比的和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必要前提。 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财务报表中对暂时性差异和递延

税款进行双重表达的方式上看．它能使报表使用者更容易荻得因暂时性差异对企业长短期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影响的信息。
关键词：应课税暂时性差异；可减除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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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以后，为了履行和承诺相应义务、享受相应权利，我国内外

资企业两套税制即将并轨，这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作出的重大改革与调整，也是缩小我国税

制与国际惯例差距、深化税制改革、公平税负、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的需要。 我国税制改革是从

1994年开始的，但无论在理论上所得税会计处理允许采用损益表债务法，还是在实务中又采用

应付税款法，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异。 因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国际财

务报告准则第12号一所得税会计》CIFRS 12)已作了重大修订：其一，以暂时性差异取代时间

性差异，注重产生差异的内容。 其二，禁止使用损益表债务法，要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是业主权益理论和资产／负债观。 业主权益理论和资产／负债

观是根据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原因，分析暂时性差异的内容以及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并将资产或

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课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在资产负债表上列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具体

地说，该观点确认当期应付所得税或应退所得税，对财务报表或所得税申报表所确认的事项具有

未来所得税影响的，依据现行税率计算与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在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下，暂时性差异和递延税款是由一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课税基础之差异决定

的。 一项资产或负债的课税基础是指属于该资产或负债在申报税款时的数额。 现行会计准则和

会计制度对财务报表各要素的确认与计量所依据的假设是，资产的账面价值在以后年度将以流

入企业的经济利益的形式收回，负债的账面价值在以后年度由企业通过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来

清偿。 由于在会计上采用权责发生制，而课税基础往往是现金制，这就使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

与课税基础不一致，以致使暂时性差异分为两类：应课税暂时性差异和可减除暂时性差异。 为使

读者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暂时性差异和递延税款概念有深入的了解，下面具体分析应课税暂

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和可减除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计量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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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暂时性差异与递延税款的确认、计量与报告

（一）应课税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与计量

应课税暂时性差异系因资产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或者负债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而

产生。 也就是说，当资产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时，意味着在

以后年度按资产账面价值可收回的现金数额大，而课税基础小，或者说 按负债账面价值偿还

的数额小，而课税基础大。 对财务会计而言，并无损益产生，但从报税目的 而言，因课税基础

小，而收回现金大，或因课税基础大而偿还现金小，两者差额 被视为 是 利益而应课税，这就产

生了应课税暂时性差异。 由于该差异只有在以后年度转回时才缴纳税款，因此在权责发生制

下便形成了递延所得税负债。 例如某项固定资产，原始成本为100000元，估计使用年限5

年，采用直线法并以20％折旧率计提折旧；申报所得税时允许按25％计提折旧。 设税率为

40%，则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第 一 年至第五年，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暂时性差

异、递延税款的变动如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

固定资产的课税基础 75000 50000 25000 。 。

应税暂时性差异 5000 10000 15000 20000 。

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 。 2000 4000 6000 8000 

本期或递延的所得税费用 2000 2000 2000 2000 

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 2000 4000 6000 8000 (8000) 

上例第一年末至第四年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大于应课税基础，意味着在未来期间按固

定资产账面价值可收回的现金比在申报所得税时所要求的资产课税基础要小，每年产生5000

元、四年计20000元的应课税利益。 由于这种暂时性差异在第五年末转回时，才缴纳税款，因

此，第一年至第四年对企业来说就构成递延所得税负债。 5 年中，随着资产账面价值逐年收回

（ 减少），相关经济利益逐年确认，到第五年末资产账面价值为零，意味着当应课税暂时性差异

全部转回、现金资源全部流入（增加应税现金利润）时，企业应转销已确认但尚未缴纳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

（二）可减除暂时性差异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可减除暂时性差异系因资产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而产生。

也就是说，当资产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或负债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时，意味着在以后年度

按资产账面价值可收回的现金数额小，课税基础大或在以后年度按负债账面价值偿还（支付）的

现金数额大，课税基础小。 对财务会计而言，并无损益产生；但从报税目的而言，因课税基础大而

收回现金小，或因课税基础小而偿还（支付）现金大，两者之差额在以后年度可以被当作费用或损

失而减少税款的支付，节省所得税，故称之为可减除暂时性差异。 由于该差异在其产生当年多交

税款形成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当以后年度可减除暂时性差异转回时，表现为所得税支付额 减少而

使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例如，某公司第一年确认预计以后年度产品质量保证费用为48000元，税

法规定该项预计负债于实际支付时才能从申报的应税利润中减除。 预计产品质量保证费用实际

支付的年度和数额为：第二年10000元，第三年24000元，第四年8000元，第五年6000元，设税

率为40%。 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第一年至第五年，负债的账面价值、课税基础、暂时性差异和

递延税款的变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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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48000 
预计负债的课税基础 0 10000 24000 8000 6000 
可减除暂时性差异 48000 

转回年度可减除金额 (10000) (24000) (8000) (6000) 
期初递延所得税资产 0 19200 15200 5600 2400 
所得税利益 19200 
应退所得税 (4000) (9600) (3200) (2400) 
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 19200 · 15200 5600 2400 

就第一年而言，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课税基础，意味着课税基础小而支付的现金数额大，两

者之差额即为可减除暂时性差异48000元，但从报税目的而言，在第二年至第五年间，预计负债

应该在实际支付时（即按负债账面价值转销时），保修费用才能减除，这就在第一年产生了递延所

得税资产，并多交税款19200(48000X 40%）元，在以后年度，当费用减除时可以节省的所得税系

由第一年会计上已确认的费用所产生，因此，第一年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同时应确认所得税

利益。 在第二年至第五年，随可减除暂时性差异转回，第一年因递延所得税资产并多交的税款在

这期间也随之退回。

以上讨论范围仅涉及因可减除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可减除暂时性差异产生

的其他清形诸如：企业发生经营亏损以及所得税抵减结转以后年度。 由于递延所得税资产能够

在可减除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当期有所得税利益，因此，按照IFRS12的要求，在资产负债表日，只

有当能用来抵减可减除暂时性差异的应税利润很可能获得时，企业才能将全部的可减除暂时性

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如果有证据显示，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一部分或全部有超过50％的

概率不能实现时，应将该部分或全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减少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递延所得税

资产或负债的计量，IFRS12要求应按预期实现（收回）该资产或清偿该负债时期间的实际执行

的税率计量。 如果预期实现年度或清偿年度的税率尚未正式公布，则应采用已公布的税率计量。

当不同的税率适用于不同水平的应税利润时，则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应以预期适用于暂时性

差异预计转回期间的应税利润（或可抵扣亏损）的平均税率（会计利润除所得税费用的商）计量。

（三）暂时性差异与递延税款在财务报表中的报告

按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暂时性差异、递延税款应如何列示在财务报表中？若仍引用上述的例

子和数据，根据 IFRS12的要求，应以如下格式披露相关的信息：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XXX 

XXX 

递延所得税资产 4000 
非流动资产： XXX 

XXX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200 
固定资产 80000 

XXX 

资产总额 200000 
负债与股东权益项目
流动负债： XXX 

XXX 

预计负债 48000 
非流动负债：

XXX 

股东权益：

• 78 •

课税基础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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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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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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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 

195000 

XXX 

XXX 

。

XXX 

暂时性差异（应课税）
／可减除金额

(5000) 

(5000)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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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课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应课税）
／可减除金额

投入资本 XXX XXX 
留存利润 XXX XXX 
负债与股东权益总额 200000 195000 
暂时性差异 43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流动 10000X40%= 4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一非流动 38000X40%= 15200 
递延所得税负债—非流动 (5000) X 40 % = (2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净额—非流动 13200 
递延所得税资产合计 17200 

＊是递延所得税资产(15200)减递延所得税负债(2000)的净额，因两者均长于一年，列为非流动类。

对暂时性差异和递延税款在财务报表中的列报问题，IFRS12要求企业期末应对递延税款

账户进行分析，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分为两类进行报告。 首先，将递延税款按流动性分类。 如果递

延税款的产生原因可归属于特定的资产或负债，其分类应与特定的资产或负债相同；如果递延税
款产生的原因无法归属于特定的资产或负债，则应根据暂时性差异预期转回年度长短划分为流

动的或非流动的。 其次，确定递延税款流动与非流动净额。IFRS12允许在财务报表中将递延

所得税资产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加总后抵消，如果净额是资产，则归为流动资产或非流动资产，反

之，如果净额是负债，则列为流动负债或非流动负债。 但IFRS12又规定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

所得税负债可以互抵并以净额列示的前提，只适用于同一纳税主体，即这一纳税主体的递延税款

与同一税务部门征收的所得税相关，在获得税务部门批准的将当期所得税资产与所得税负债互
抵的法定行使权，且以净额支付税款或接受返还税款的情况下，才可以按净额列示。

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财务报表中对暂时性差异和递延税款进行双重表达的方式上看，与
传统报表相比，它能使报表使用者更容易获得因暂时性差异对企业长短期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

影响的信息，例如，在报表中揭示资产账面价值或负债账面价值与课税基础以及暂时性差异信

息，报表使用者便可根据企业因暂时性差异产生的纳税影响对其现金流量进行判断，同时运用财
务报表分析方法对企业作出评价。

三、对我国目前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的思考

按照目前我国所得税法的规定，一般企业均按33 ％的税率纳税，考虑到许多利润水平较低的

小型企业，税法又规定了两挡照顾性税率，即对年内应税利润在3万元（包括3万元）以下的企业，
暂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内应税利润在10万元（包括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按

27％的税率。 同时，我国税法又根据国家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等情况，区别外商投资企

业所得利润的不同形态，分别采取相应的税率。 然而，在所得税会计处理上，根据1994年财政部发

布的《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一一所得税征求意见稿》，企业可

以采用损益表债务法，但是，在实际中又普遍采用应付税款法。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应付税款法最

简单，采用损益表债务法比较复杂，若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财务人员更难以适应这种繁杂的计

算；另一种观点认为，损益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计算的结果是相同的，况且，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才会产生差异。 然而，笔者认为， 20 01年初财政部《企业会计制度》和自

1997年以来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陆续出台，这对规范资产兼并、重组、上市等交易活动将产生重大

影响。 企业整体资产转让、置换和企业合并或分立，在相关范围内，税法都要求将资产分解为以公

允价值转让、处置并课税，这必然会涉及地区间所得税适用税率、税收政策差异的调整，这些经济现

象不仅涉及时间性差异，而且还会出现更多的非时间性的暂时性差异。 另 一方面，具体会计准则和

企业会计制度在对资产和收益的确认采取更为稳健政策的同时，也给予企业更多可选择的会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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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法，因而很可能导致企业恶意操纵利润与逃避税收的行为。IFRS 12要求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确认、计擢与报告暂时性差异和递延税款，披露更为详细的、用途更加广泛的会计信息，至少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抵消因会计方法选择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尽管税法与财务会计本身各自的目的有所不

同，两者很难做到统一，也不宜强求一致，但是，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即将并轨，无疑对所得税会计

信息的可比性与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制定产生影响。 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在上海国家会计学

院发表关于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与执行问题的讲话时曾讲道：伴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适时地推进

中国会计的国际化进程，使得中国会计标准在适用中国经济环境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与国际会计惯

例接轨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冯淑萍，2001)。 况且，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和世界资本市场

的参与者，国家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是提供可比的和高质量会计信息的必要前提。

因此，可以相信，修订后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一所得税会计》要求企业采用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对我国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制定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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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of Accounting for Income Taxes 

WANG Xia 
(School of Accountanc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It is neither easy nor necessary for tax law and financial accounting to reach 

complete uniformity owing to their diff ernet respective purposes. However, this paper, form an 

accounting perspective,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theory on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of ac

counting for income taxes, the temporary differences and recognizing, measuring, reporting of 

deferred tax according to requiremen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No. 12.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fact China is a participant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and in 

the world capital markets,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Ac

counting Standards is an essential prerequisite to provide comparable and high quality account

ing information for the State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Finacial Reporting Stand

ards to reach uniformity. Finally,judged from the way of dual presentations of the temporary小ffer

ences and deferred tax adopting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in financial statement, it enables user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to easilty acquire information about effects of the temporary differences on an 

enterprise's short-term of long-term financial positions and cash flows. 

Key words: taxa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deductible temporary differences; deferred tax 

asset; deferred tax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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