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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产的税务处理

三、生物资产的税务处理

何为生物资产？

生物资产，是指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

生物资产分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公益性生物资产。

【提示】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生产农产品、提供劳务或者出租等目的持有的生物资产，包括经济林、薪炭林、

产畜和役畜等。

（一）生产性生物资产的计税基础。

1.外购的生产性生物资产：计税基础=购买价款+相关税费

2.通过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等方式取得的生产性生物资产：计税基础=该资产的公允价值+相

关税费

（二）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的计提。

1.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2.当月投入使用不提折旧、当月停止使用照提折旧。

3.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三）生产性生物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1.林木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 10 年；

2.畜类生产性生物资产，为 3 年。

【例题·单选题】某农场外购奶牛支付价款 20 万元，依据企业所得税相关规定，税前扣除方法为（ ）。

A.一次性在税前扣除

B.按奶牛寿命在税前分期扣除

C.按直线法以不低于 3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税前扣除

D.按直线法以不低于 10 年折旧年限计算折旧税前扣除

【答案】C

【解析】奶牛属于畜类生产性生物资产，按不低于 3 年计提折旧。

四、无形资产的税务处理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但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

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

（一）无形资产计税基础

项目 计税基础

外购
买价+税费+达到预定用途发生的其他支出

【提示】购进无形资产的增值税符合规定的可抵扣不计入无



形资产计税基础中

自行开发无形资产 开发过程中资产符合资本化条件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支出

捐赠、投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方式取得 公允价值+相关税费

（二）无形资产摊销的范围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准予扣除。

下列无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

1.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

2.自创商誉。

3.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

4.其他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三）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及年限

1.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和年限：直线法。

2.摊销年限不得低于 10 年。作为投资或者受让的无形资产，有关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使用年限的，可以按照规定

或者约定的使用年限分期摊销。

3.外购商誉的支出，在企业整体转让或者清算时，准予扣除。

五、存货的税务处理

（一）存货成本的确定

1.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存货，以购买价款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2.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存货，以该存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3.生产性生物资产收获的农产品，以产出或者采收的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人工费和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为

成本。

（二）存货成本的计算方法

1.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中选用一种。

2.计价方法一经选用，不得随意变更。

六、投资资产的税务处理

投资资产是指企业对外进行权益性投资和债权性投资而形成的资产。

（一）投资资产成本的确定

1.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取得的，以购买价款为成本。

2.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

（二）投资资产成本的扣除方法

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不得扣除，企业在转让或者处置投资资产时成本准予扣除。

（三）撤回或减少投资的税务处理

撤回或减少投资取得资产 企业撤回或减少投资税务处理

1.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成本） 投资收回 不征企业所得税

2.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

积按减少实收资本比例计算的部分
股息所得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

3.其余部分 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征企业所得税

【提示】被投资企业发生的经营亏损，由被投资企业按规定结转弥补；投资企业不得调整减低其投资成本，也不得

将其确认为投资损失。

（四）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务处理

1.非货币性资产指现金、银行存款、应收账款、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权投资等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



2.所称非货币性资产投资，限于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设立新的居民企业，或将非货币性资产注入现存的居民企业。

非货币性资产投资为何要交税？

【提示 1】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也可选择按特殊性税务处理规定执行。

【提示 2】企业在对外投资 5 年内注销的，应停止执行递延纳税政策，并就递延期内尚未确认的非货币性资产转让

所得，在注销当年的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一次性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例题】2015 年 1 月，居民企业 A 股东会作出决定，用公司的库存商品投资居民企业 B。该批商品的公允价值 500



万元，计税基础 100 万元，假设不考虑其他税费。

分别计算 A 公司各年的税会差异和股权的计税基础

【答案】

年度 会计利润 应纳税所得额 税会差异 股权计税基础

2015 年 500-100 80 -（400-80） 100+80

2016 年 0 80 +80 100+80+80

2017 年 0 80 +80 100+80+80+80

2018 年 0 80 +80 100+80+80+80+80

2019 年 0 80 +80 100+80+80+80+80+80

【变形】2015 年 1 月，居民企业 A 股东会作出决定，用公司的库存商品投资居民企业 B。该批商品的公允价值 500

万元，计税基础 100 万元，假设 2017 年 2 月初 A 以 800 万元的价格转让 B公司股权，不考虑其他税费。A公司的税

务处理如下：

【答案】

年度 会计利润 应纳税所得额 税会差异 股权计税基础 股权转让所得

2015 年 500-100 80 －（400-80） 100+80

2016 年 0 80 +80 100+80+80

2017 年 0 80×3=240 +240 260+240=500 800-500=300

2018 年 0 0 0 0

2019 年 0 0 0 0

七、税法规定与会计规定差异处理

【提示】清算的税务处理



【例题·单选题】甲企业 2014 年 1 月对乙企业进行投资，投资成本为 160 万元，2019 年 1 月乙企业进行清算，甲

企业分得剩余资产 204 万元，其中含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 24 万元，甲、乙企业均属于境内居民企业，则

该项业务甲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 ）。

A.5 万元

B.11 万元

C.45 万元

D.51 万元

【答案】A

【解析】

该项业务甲企业应纳企业所得税

=（204-24-160）×25%

=5（万元）。

【回顾】清算、撤资 VS 股权转让的税务处理（自己回忆）

类型
撤回或减少投资税务处理

（清算类似）
转让股权税务处理

（1）相当于初始出资的部分（成本） 投资收回 不征企业所得税 不征企业所得税

（2）相当于被投资企业累计未分配

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按减少实收资

本比例计算的部分

股息所得
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的股息、红

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
不得扣除

（3）其余部分 投资资产转让所得 征企业所得税 征企业所得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