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所得税

【知识点 7】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及报告（★★）

一、递延所得税

1.递延所得税：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当期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即递延所

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发生额的综合结果，但不包括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所得税费用

=与所得税费用相关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额-与所得税费用相关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额

=与所得税费用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

-与所得税费用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余额）

2.企业因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产生的递延所得税，一般应当计入所得税费用，但以下两种

情况除外：

（1）某项交易或事项按照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所有者权益的，由该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

所得税负债及其变化亦应计入所有者权益，不构成利润表中的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

（2）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负债，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应确认相关递延所得税的，递延所得税的

确认影响合并中产生的商誉或是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不影响所得税费用。

【2019·单选题】下列各项确认的递延所得税不对应所得税费用科目的是( )。

A.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非减值) B.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C.存货计提减值准备 D.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答案】A

【解析】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科目，所以因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对应的是"其他综合收益"科目。对于资产和负债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或负债，如果暂时性差异计入到损益中，则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对应所得税费用，如果暂时性差异计入到其他

综合收益，则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对应其他综合收益，如果暂时性差异对应是资本公积，则确认的递延所得税

对应资本公积。

二、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应交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金



额，即当期应交所得税。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当期应交所得税【按税法规定计算】

=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当期适用所得税税率

=（税前会计利润＋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当期适用所得税税率

（一）纳税调整增加额

1.按会计准则规定核算时不作为收益计入财务报表，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作为收益需要交纳所得税。

2.按会计准则规定核算时确认为费用或损失计入财务报表，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则不允许扣减。

（二）纳税调整减少额

1.按会计准则规定核算时作为收益计入财务报表，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确认为收益。

2.按会计准则规定核算时不确认为费用或损失，但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则允许扣减。

【提示】暂时性差异对应纳税所得额的调整：

若暂时性差异不影响损益，如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其

他综合收益，则不需要纳税调整。

影响损益的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所得额=税前会计利润

+本期发生的影响损益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本期转回的影响损益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本期发生的影响损益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本期转回的影响损益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其他

纳税

调整

项目

纳税

调增

项目

①超标的业务招待费

②不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及职工福利费支出

③因违反法律、法规而发生的罚款、罚金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

④税收滞纳金

⑤超过规定标准的捐赠支出

⑥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

⑦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如：债务担保支出）

纳税

调减

项目

①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部分

②国债利息收入

③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

④税法规定的不征税收入

三、所得税费用

计算确定了当期所得税及递延所得税以后，利润表中应予确认的所得税费用为两者之和，即：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

=与所得税费用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

-与所得税费用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余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