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所得税会计的基本原理

知识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我国所得税会计采用了从资产负债表出发→比较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确定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根据应有金额和期初余额计算应确认或应转销的递

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作为递延所得税

①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指在未来期间会增加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的暂时性差

异；

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在未来期间会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的暂时性差

异；

③一般情况下，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④一般情况下，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需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以及与企业合并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不计入所得税费用

确认当期所得税费用 借：所得税费用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借：所得税费用

（商誉、资本公积或其他综合收益）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

（商誉、资本公积或其他综合收益）

经典例题

【单选题】20×8年，甲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210 万元，包括：20×8 年收到的国债利息收入 10 万元，因违反

环保法规被环保部门处以罚款 20 万元。甲公司 20×8年年初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为 20 万元，年末余额为 25

万元，上述递延所得税负债均产生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 20×8年的所得税费用是（）万元。

A.52.5

B.55

C.57.5

D.60

答案：B

解析：甲公司 20×8 年的所得税费用＝（210－10＋20－5/25%）×25%＋（25－20）＝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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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所得税会计的一般程序

（一）按照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确定资产负债表中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的其他资产

和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

例如，企业持有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1000 万元，企业对该应收账款计提了 50 万元的坏账准备，其账面价

值为 950 万元。

（二）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对于资产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确定资产负债

表中有关资产、负债项目的计税基础。

（三）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对于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分析其性质，除会计准则中规

定的特殊情况外，

1.差异【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的差额】=（未来）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未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差异×所得税税率=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末应有余额

3.倒挤发生额；确认本期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未来少交税。

资产：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或相反分录）

（四）就企业当期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按照适用的税法规定计算确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将应纳税所得额与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的结果确认为当期应交所得税，作为利润表中应予确认的当期所得税（所得税费用—

—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所得税税率

=（利润总额 ± 纳税调整金额）×所得税税率

（五）确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个组成部分，企

业在计算确定了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后，两者之和（或之差），是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