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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知识点】所得税费用

【例题·单选题】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2×21年实现利润总额 1000万元，本年转回应纳税暂时

性差异 100万元，发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80万元，上述暂时性差异均影响损益。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事项，

甲公司 2×21年应交所得税为（ ）万元。

A.250
B.295
C.205
D.255

【答案】B
【解析】甲公司 2×21年应交所得税=（1000+100+80）×25%=295（万元）。

【例题·多选题】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预计未来期间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会发生变化，

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减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甲公司于 2×20年 1月 1日开始计提折

旧的W机器的初始入账金额为 15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5年，预计净残值为零，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

根据税法规定，W机器在 2×20年至 2×24年每年准予在税前扣除的折旧费用为 30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 2×20年度与W机器相关的各项会计处理表述中，正确的有（ ）。（2021年）

A.2×20年 12月 31日W机器的计税基础为 120万元

B.2×20年度的所得税费用增加 5万元

C.2×20年 12月 31日W机器的账面价值为 100万元

D.2×20年 12月 31日W机器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为 5万元

【答案】AC
【解析】2×20年 12月 31日W机器的计税基础=150-30=120（万元），账面价值=150-150/（1+2+3+4+5）×

5=100（万元），选项 A和 C正确；2×20年 12月 31日W机器的计税基础大于账面价值，产生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金额=（120-100）×25%=5（万元），借记递延所得税资产 5万元，贷记所得

税费用 5万元，选项 D错误；2×20年会计折旧=150/（1+2+3+4+5）×5=50（万元），税收折旧 30 万元，2
×20年由税前会计利润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纳税调整 20万元，由此增加所得税费用 5万元，借记所得税费用

5万元，贷记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万元，因此 2×20年度的所得税费用没有变化，选项 B错误。

【例题·综合题】甲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预计未来期间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会发生变化，

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减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19年 1月 1日，甲公司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年初余额为 200万元、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年初余额为 150万元。2×19年度，甲公司发生的与企业所得税

有关的交易或事项如下：

资料一：2×19年 2月 1日，甲公司以银行存款 200万元购入乙公司的股票并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该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与计税基础一致。2×19年 12月 31日，该股票投

资的公允价值为 280万元。根据税法规定，甲公司持有的乙公司股票当期的公允价值变动不计入当期应纳税

所得额，待转让时将转让收入扣除初始投资成本的差额计入转让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

资料二：2×19年度甲公司在自行研发 A新技术的过程中发生支出 500万元，其中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

出为 300万元。至 2×19年 12月 31日，A新技术研发活动尚未结束，税法规定，企业费用化的研发支出在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加计 75%税前扣除。资本化的研发支出按资本化金额的 175%确定应予税前摊销扣除的金

额。

资料三：2×19年 12月 31日甲公司成本为 90万元的库存 B产品出现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其可变现净值

为 80万元。在此之前，B产品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该库存 B产品的计税基础与成本一致。税法规定，企业

当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允许当期税前扣除。在发生实质性损失时可予税前扣除。

资料四：2×19年甲公司通过某县民政局向灾区捐赠 400万元。税法规定，企业通过县级民政局进行慈善捐赠

的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当期税前扣除；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在未来

3年内税前扣除。甲公司 2×19年度的利润总额为 3 000万元。

本题不考虑除企业所得税以外的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

（1）分别编制甲公司 2×19年 12月 31日对乙公司股票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及其对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分录。

（2）判断甲公司 2×19年 12月 31日 A新技术研发支出的资本化部分形成的是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还是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并判断是否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3）分别编制甲公司 2×19年 12月 31日对库存 B产品计提减值准备及其对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分录。

（4）计算 2×19年的捐赠支出所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的金额，并判断是否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5）分别计算甲公司 2×19年 12月 31日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

【答案】

（1）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0
借：所得税费用 2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0
（2）甲公司 2×19年 12月 31日A新技术研发支出资本化部分账面价值为 300万元，计税基础=300×175%=525
（万元），形成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但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提示】理由：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在初始计量时既不属于企业合并，也

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属于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特殊情形。

（3）2×19年 12月 31日
借：资产减值损失 10

贷：存货跌价准备 1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

贷：所得税费用 2.5
（4）2×19年的捐赠支出所产生的暂时性差异金额=400-3 000×12%=40（万元），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金额为 10万元（40×25%）。

（5）2×19年 12月 31日
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200+2.5+10=212.5（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150+20=17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