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所得税

【知识点 4】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商誉账面价值=3 243.75（万元）

因该项合并符合税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件，当事各方选择进行免税处理的情况下，购买方在免税合并中取得

的被购买方有关资产、负债应维持其原计税基础不变。被购买方原账面上未确认商誉，即商誉的计税基础为

零。

该项合并中所确认的商誉金额 3 243.75 万元与其计税基础零之间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按照准则中规定，

不再进一步确认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考虑递延所得税后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商誉

企业合并成本（固定）

【总结】商誉的初始确认

情况 说明

非同一控制免税合

并

初始确认时，商誉账面价值＞商誉计税基础=0，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所

得税负债

非同一控制应税合

并

初始确认时，商誉账面价值=商誉计税基础，无暂时性差异；

后续计量，计提减值准备，账面价值＜计税基础，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

【提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假如从合并方取得的股权比例、合并中支付的非股权支付额的角度考虑，

不考虑税法中免税合并的条件，则合并方自被合并方取得的有关资产、 负债的计税基础应当重新认定。

假如按照税法规定确定的被合并方有关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为合并日的市场价格，则相关资产、负债的账

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会存在差异。

因有关暂时性差异产生于企业合并交易，且该企业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在确认合并中产生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或负债时，相关影响应计入所有者权益。

2.除企业合并以外的其他交易或事项中，如果该项交易或事项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则所产生的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与其计税基础不同，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交易或事项发

生时不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该类交易或事项在我国企业实务中并不多见，一般情况下有关资产、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均会为税法所认可，

不会产生两者之间的差异。

3.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等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一般应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但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除外：

①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②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从而无须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4.对于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的有关暂时性差异是否应确认相关的所

得税影响，应考虑该项投资的持有意图：

①在准备长期持有的情况下，对于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投资企

业一般不确认相关的所得税影响。（a.没有处置：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其他权益变动等，不会转回；b.分红

免税）



②在持有意图由长期持有转变为拟近期出售的情况下，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有

关暂时性差异，均应确认相关的所得税影响。

【2022 年·单选题】甲公司 2×21 年实现利润总额 1 900 万元，其中因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盈利

1 200 万元，税法规定当期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甲公司拟长期持有该项投资；年末预收货款 1 600 万元，税

法规定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除上述差异外没有其他纳税调整事项和差异。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假定该公司预计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利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

选项中表述不正确的是（ ）。

A.甲公司 2×21 年应交所得税为 575 万元 B.甲公司 2×21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400 万元

C.甲公司 2×21 年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300 万元 D.甲公司 2×21 年所得税费用为 175 万元

【答案】C

【解析】甲公司拟长期持有权益法核算的股权投资，因此长期股权投资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不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选项 C 错误；

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费用 175

递延所得税资产 （1 600×25％）4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900－1200＋1600）×25％] 575

【2017·单选题】乙公司为丙公司和丁公司共同投资设立。2×17 年 1 月 1 日，乙公司增资扩股，甲公司出资

450 万元取得乙公司 30%股权并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甲公司投资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账

面价值均为 1600 万元。2×17 年，乙公司实现净利润 900 万元，其他综合收益增加 120 万元。甲公司拟长期

持有对乙公司的投资。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各项关于甲公司 2×17 年对乙

公司投资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按照实际出资金额确定对乙公司投资的入账价值

B.将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乙公司其他综合收益变动的份额确认为投资收益

C.投资时将实际出资金额与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D.对乙公司投资年末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答案】D

【解析】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为付出对价 450 万元，初始投资成本小于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 480 万元（1 600×30%）的差额，调整初始投资成本记入“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科目，同时计

入营业外收入，即甲公司该项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为 450 万元，入账价值为 480 万元，选项 A不正确；

按持股比例计算其应享有乙公司其他综合收益的份额，应该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选项 B 不正确；投资时，

实际出资额和应享有乙公司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入，选项 C 不正确；

因该长期股权投资拟长期持有，故不确认递延所得税，选项 D 正确。

（三）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

1.递延所得税负债应以相关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转回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量。

2.无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转回期间如何，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不要求折现。

知识点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