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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自然资源作为递耗资产（如矿产资源、油田、气田、森林资

源等）进行核算，并且这些核算只是停留在一些简单的介绍性

论述，大多只注重资本化为递耗资产的折耗核算，而对递耗资

产的确认、计量以及有关税费交纳的核算涉及较少。而另一些

自然资源则根本没有进行会计核算。对自然资源的会计核算

应该包括：淤自然资源会计确认；于自然资源会计计量；盂有

关费用交纳的核算；榆折耗的核算；虞增值的核算；愚会计报

表中的反映。

四、举例分析

例 1：2012年 2月 1日某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出让辖区内

一石英矿采矿权给 A公司，年限为 10年，出让费为 3 000万

元，该项业务是否征收营业税？

分析：根据财税［2012］6号文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或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让、转让或收回自然资源

使用权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因此，该县转让石英矿采矿权

给 A公司 3 000万元，不征收营业税。

例 2：2012年 2月 5日某沿海乡镇政府把海域使用权出

让给 B公司，年限为 5年，出让费为 1 000万元，该项业务是

否征收营业税？

分析：根据财税［2012］6号文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或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让、转让或收回自然资源

使用权的行为，不征收营业税。”因此，该例中转让海域使用权

的不是县级政府而是乡镇政府，所以，转让海域使用权给 B

公司 1 000万元，应征收营业税=1 000伊5%=50（万元）。

例 3：2012年 2月 15日 E公司把取得的海外某国家铜

矿采矿权转让给 F公司，转让费为 6 000万元，该项业务是否

征收营业税？

分析：根据财税［2012］6号文的规定，在境内转让自然资

源使用权，是指所转让的自然资源使用权涉及的自然资源在

境内。因此，E公司不需交纳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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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几个特殊问题

【摘要】本文对企业所得税会计特殊问题的确认与计量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通过列举实例阐释了其账务处理，以期为

广大财会人员从事所得税会计的实务操作提供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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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确认的特殊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的特殊处理、限制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适用所得税税率变动等，均属于企业所得

税会计的特殊问题。这些问题平时由于没有得到广大财会人

员的高度重视，往往容易被忽视，从而使得广大财会人员在处

理所得税会计实务时感到困惑。因此，随着我国所得税会计准

则的实施和推广，探讨和解决企业所得税会计特殊问题的确

认、计量及其账务处理，是广大财会实务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也是广大财会理论工作者需要研究和商榷的问题。

一、应确认的特殊暂时性差异的处理

1. 未作为资产和负债确认的项目。某些交易或事项发生

以后，由于不符合资产、负债的确认条件，会计处理的结果未

体现为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或负债，但按税法规定可以确定

其计税基础的，其账面价值（零）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也属

于暂时性差异。此种情形的例子有：

（1）企业筹建期间发生的开办费用，按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发生时是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而未形成相应的

资产或负债，但按税法规定，我们可以视开办费支出为其他长

期待推费用的支出，自支出发生月份的次月开始分期摊销，摊

销年限不低于 3年。也就是说，按照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开

办费用（其他长期待摊费用）应在今后不低于 3年的时间内摊

销计入损益，进行税前扣除，其扣除的金额（开办费用发生额）

符合资产计税基础的概念，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因此，会计

上该项资产期末的账面价值（因未确认，故为零）与税法规定

确认的计税基础之间产生了暂时性差异，该暂时性差异在未

来期间可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形成可抵扣暂时

性差异，如果企业未来期间很可能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

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则会计上应作确认相关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处理。

（2）企业当年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

出，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在发生时是作为销售费用计入当期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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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处理，未体现为期末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如果将其视为资

产，其账面价值也只能为零，但按税法规定，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

分准予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也就是说，按税法规定，当

年未予税前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可以递延在未来纳

税年度扣除，同理，该扣除的金额符合资产计税基础的定义，

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因此，该项资产年末的账面价值（零）与

税法规定确定的计税基础之间产生了暂时性差异，该暂时性

差异在未来期间可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形成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如果符合确认条件，则会计上应作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处理。

2. 亏损抵后项目。税法规定，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经营

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税前会计利润弥

补，但结转弥补的年限最长不超过 5年。因此，年度亏损在我

国准予抵后，可以减少未来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

税。经营亏损虽然不是因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

基础产生的，但其本质上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具有同样的作

用。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可比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原则处

理，在企业预计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

抵减该经营亏损时，会计上应作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处理。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1：兴华公司在 2008 年至 2011年间每年应税收益分

别为：原1 200万元、6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适用的所得

税税率始终为 25%，假设该企业不存在其他暂时性差异及纳

税调整因素。

要求：作出兴华公司 2008 ~ 2011年度有关所得税的会计

分录。

分析：兴华公司在 2008年度发生的经营亏损 1 200万

元，准予抵后，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而未来 3年内的应

纳税所得额合计为 1 400万元，说明未来 3年内有足够的应

纳税所得额可用于抵减 2008年度的暂时性差异，故该企业在

2008年应将这种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确

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会计处理如下：

（1）2008年：根据公式：本期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纳的

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增加额原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

减少额+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减少额原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

增加额。可知，公式右边“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若是增加额，

使得公式左边的“本期所得税费用”反而减少。借：递延所得税

资产 300（1 200伊25%）；贷：所得税费用 300。

（2）2009年：该企业因实现盈利开始转回 2008年度产生

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600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150；贷：递延

所得税资产 150（600伊25%）。

（3）2010年：该企业仍然实现盈利，继续转回 2008 年度

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00万元。借：所得税费用 75；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 75（300伊25%）。

（4）2011年：该企业实现了盈利 500万元，因前 2年已转

回 2008年度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900万元，今年继续转

回 2008年度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00万元，尚剩 200万

元依法纳税 50万元（200伊25%）。借：所得税费用 125；贷：递延

所得税资产 75，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0。

二、递延所得税的特殊处理

1. 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

税。企业发生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资

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形成暂时性差异的，根

据所得税会计准则的规定，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

所得税负债，同时计入所有者权益。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

允价值变动是计入资本公积，但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

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确认相关

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时，不是同时计入

“所得税费用”科目，以体现企业的损益，而是同时计入相对应

的“资本公积”科目，作为增减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处理。这也是

反映企业所得税会计特殊问题的一面。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2：华达公司于 2010年 3月 10日自公开市场上以每

股 10元的价格取得甲公司普通股 120万股，作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核算（假定不考虑交易费用）。2010年 12月 31日，华

达公司该股票投资尚未出售，当日市价为每股 13元。根据税

法规定，资产在持有期间公允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待处置时一并计算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华达公司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预计在未来期间不会发生变化。

要求：为华达公司作出以下情况的会计处理。

（1）2010年 12月 31日。

（2）2011年 5月 20日以每股 14元的价格对外出售。

分析：（1）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期末价值是按公允价值

计量的，故在 2010年 12月 31日应首先反映该资产公允价值

的变动，作出如下会计分录：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 3 600 000［1 200 000伊（13原10）］；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3 600 000。其次，确定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0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比较两者看是否

产生暂时性差异。淤该项目资产 2010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

值=1 200 000伊13=15 600 000（元）；于该项资产 2010年 12月

31日的计税基础=1 200 000伊10=12 000 000（元）。显然，淤跃

于，该项资产在年末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3 600 000元，

应当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900 000元（3 600 000伊25%），作出

如下会计分录：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900 000（注：

而非“所得税费用”科目）；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900 000。

（2）2011年 5月 20日，因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

故应首先计算其出售净损益，并作出出售的会计分录。出售净

损益=1 200 000伊14原（12 000 000+3 600 000）=1 200 000（元），

即为出售净收益，计入投资收益。借：银行存款 16 800 0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2 000 000（1 200 000伊10）、

———公允价值变动 3 600 000，投资收益 1 200 000。其次，该项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既然已经出售，那么，该项资产上年末产生

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也随着出售而消失，故应转销上年末确

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同时，原记入“资本公积”科目体现的

购入普通股的潜在收益，也随着出售而转化为该公司现实的投

资收益。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 700 000（3 600 000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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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000），递延所得税负债 900 000；贷：投资收益 3 600 000。

2. 企业合并中产生的递延所得税。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

规定对企业合并的处理不同，可能会造成企业合并中取得的

资产、负债的入账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产生暂时性差异。例

如，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吸收合并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同时，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应调整购买日确认的商誉或是

计入合并当期损益的金额。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3：华荣公司通过增发普通股 1 000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 6元，假定不考虑发行费用），作为合并对价，

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取得乙公司 100%的净资产，合并前华荣

公司与乙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方关系。假设该项合并符合税

法规定的免税合并条件，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预计

未来期间不会发生变化。购买日，乙公司各项可辨认资产的公

允价值为 6 500万元，计税基础为 4 800万元；各项可辨认负

债的公允价值为 1 500万元，计税基础为 1 200万元。同时假

设购买日华荣公司预计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要求：为华荣公司作出购买日有关的会计处理。

分析：（1）由于合并前华荣公司与乙公司不存在任何关

联方关系，故华荣公司与乙公司的合并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吸收合并。首先，购买成本原取得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的公允价值=1 000伊6原（6 500原1 500）=1 000（万元），应确认

为商誉。

然后，分别下列步骤列示会计分录：

（1）确认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净资产与商誉。借：相关资

产科目 65 000 000，商誉 10 000 000；贷：相关负债科目

15 000 000，股本 10 000 000（10 000 000伊1），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 50 000 000［10 000 000伊（6原1）］。

（圆）确认企业合并中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

负债。根据所得税会计准则的规定，商誉的初始确认产生的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税法规定商誉不允许从税前扣除，即商誉的

计税基础为零，因而商誉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产生应

纳税暂时性差异）不允许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企业合并交

易取得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可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时必须符合确认条件。淤华荣公司合并

交易中取得可辨认负债的账面价值（1 500万元）大于其计税

基础（1 200万元），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300万元。由题

设条件“华荣公司预计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

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因此，可以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75万元（300伊25%）。于华荣公司合并交易中取得可辨

认资产的账面价值（6 500万元）大于其计税基础（4 800万

元），产生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1 700万元，因而可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425万元（1 700伊25%）。盂华荣公司在购买日（合

并日）由于增加了“递延所得税资产”75万元、增加了“递延所

得税负债”425万元，使得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反

而减少了 350万元（425原75）。由上述计算商誉的公式可知，

这最终使得“商誉”增加了 350万元。因此，编制会计分录如

下：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50 000，商誉 3 500 000；贷：递延所

得税负债 4 250 000。

三、限制确认递延所得税的处理

限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是指附加条件确认的递延所得

税，即在满足一定条件或不超过某一限额的情况下，才能确认

递延所得税。

1. 限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等相关的应纳税暂

时性差异，一般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但同时满足以下两个

条件的除外：一是投资企业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二是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满足上

述条件时，投资企业可以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决定暂时性差异

的转回，如果不希望转回，则在可预见的未来该项暂时性差异

即不会转回，从而对未来期间不会产生所得税影响，无需确认

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企业在运用上述条件不确认与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等投

资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时，应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其能够控

制有关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满足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的

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时间的条件一般是通过与其他投资

者签订协议等，达到能够控制被投资单位利润分配政策等情

况。我们知道，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未来应

交所得税增加的效果，但这一现金流量效果成立与否，前提是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预期能够转回。如果不能转回或转回可以

操纵，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反而会歪曲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现

金流量。因此，我们在所得税会计实务操作中，采取不确认或

限制确认这种递延所得税负债。

2. 限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所得税会计准则规定，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企业应当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暂

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也就是说，递延所得税资产要

在未来产生抵扣应交所得税的效果，前提是很可能产生足够

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否则递延所得税资产就会虚增，影

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因此，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未来

期间内，如果企业无法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影响，使得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相关的经

济利益无法实现的，就不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在资

产负债表日，企业还应当对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

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期间很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应纳税

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那么，企业就应当减

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后会计期间企业很可能获

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原减记的金额还应当予以转回。现

举例说明如下：

例 4：华凯公司 2010年度发生经营亏损 2 600 000元，该

公司估计未来 5年间很可能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

扣本年度发生的亏损。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预计

未来会计期间不会发生改变。且假设该公司不存在其他暂时

性差异及纳税调整因素。

同前述“一”中的“2”亏损抵后项目的例题分析一样（此处

略），该公司 2010年度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递延所得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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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650 000（2 600 000伊25%）；贷：所得税费用 650 000。

若 2011年度华凯公司实现应税利润 1 200 000元，经反

复预测，估计未来年间很可能难以实现足够的亏损抵后利润。

那么，该公司又如何进行会计处理呢？

分析：该公司 2011年度实现了应税利润 1 200 000元，因

此，可以转回 2010年度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 200 000

元。借：所得税费用 300 00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00 000

（1 200 000伊25%）。

同时，由于该公司本年度估计未来年间很可能难以实现

足够的亏损抵后利润，因此根据上述内容，该公司应当在

2011年 12月 31日减记上年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

账面价值。但我们可以不直接冲减“递延所得税资产”账户的

账面余额，而是通过增加其备抵账户“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

备”来反映被备抵账户“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的减

少，以防止以后会计年度公司经营情况的变化。借：所得税费

用 350 00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准备 350 000［（2 600 000原

1 200 000）伊25%］。

四、适用所得税税率变动的处理

因适用税收法规的变化，导致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适用

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根据所得税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

应当对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新

的税率进行重新计量，除直接在所有者权益中确认的交易或

事项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应当将

其影响数计入变化当期的所得税费用。由于递延所得税资产

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代表的是有关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或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导致应交所得税金额

的减少或增加的情况，所以适用税率发生变化必然导致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或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产生应

交所得税金额的变化，企业应当对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

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账面余额进行调整，以反映税率变化

带来的影响。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5：华光公司 2008年以前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假定为

35%，2008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25%的所得税税率，对所得税

的核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2005年 12月 20日交付使用

一台新设备，入账价值 360 000元，用于车间生产，预计使用 3

年，无净残值。该公司会计上按 3年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

旧，税法规定按 2年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假设 2006年

至 2008年该公司每年实现税前会计利润 300 000元，无其他

暂时性差异及纳税调整因素，该设备未发生减值损失。

要求：为华光公司作出 2006年至 2008年与所得税相关

的会计处理。

分析：由题意可知，华光公司只存在该设备的暂时性差

异，由此可计算确定该固定资产 2006年末至 2008年末的账

面价值及计税基础。该固定资产会计上每年计提的折旧额=

360 000/3=120 000（元），按税法规定每年计提的折旧额=

360 000/2=180 000（元）。会计处理如下：

（1）2006年度。会计上确定的该固定资产的年末账面价

值=360 000原120 000=240 000（元）；税法确定的该固定资产

的年末计税基础=360 000原180 000=180 000（元）。显然，该固

定资产的年末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在当年产生了应纳

税暂时性差异 60 000元，从而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 21 000元

（60 000伊35%）。该公司 2006年度应交所得税=（300 000原60 000）

伊35%=84 000（元）。该公司 2006年确认的所得税费用=84 000+

21 000=105 000（元）。编制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

105 00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1 000，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 84 000。

（2）2007年度。会计上确定的该固定资产的年末账面价

值=360 000原120 000伊2=120 000（元）；税法确定的该固定资

产的年末计税基础=360 000原180 000伊2=0。显然，该固定资产

的年末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在当年仍产生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 120 000元，从而形成递延所得税负债 42 000元（120 000伊

35%）。该公司 2007 年度应交所得税=（300 000原120 000）伊

35%=63000（元）；该公司 2007年度确认的所得税费用=63 000+

42 000=105 000（元）。编制会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

105 000；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42 000，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 63 000。

（3）2008年度。因自本年 1月 1日起执行 25%的所得税

税率，较以前年度税率发生了变更，故在本年初首先就应当按

照新的税率对前 2年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账面余额进

行调整，有关调整的金额计入变更当年的所得税费用。调整的

金额=（60 000+120 000）伊（25%原35%）=原18 000（元），即应调

减“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账面余额 18 000元。根据公式：本期

所得税费用=本期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增加额原

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减少额依……可知，公式右边“递延所得

税负债本期减少额”是减项，因此，导致公式左边的“本期所得

税费用”也是减少，编制会计分录如下：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18 000；贷：所得税费用 18 000。然后，计算 2008年度应确认

的所得税费用。会计上确定的该固定资产的年末账面价值=

360 000原120 000伊3=0；税法确定的该固定资产的年末计税基

础=0。显然，该固定资产在本年度不存在任何暂时性差异，也

就是说，该固定资产在前 2年累计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180 000元（60 000+120 000），在 2008年度已全部转回。因此，

会计上还需将“递延所得税负债”账户的账面余额 45 000 元

（21 000+42 000原18 000）予以转销。该公司 2008年度应交所

得税=（300 000+180 000）伊25%=120 000（元）。该公司 2008年

度确认的所得税费用=120 000原45 000=75 000（元）。编制会

计分录如下：借：所得税费用 75 000，递延所得税负债 45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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