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

一、企业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总额之间差异的形成与

分类

1. 两者差异的形成。企业应缴所得税是应税所得与所得
税税率的乘积。应税所得是指按所得税制规定确认的应税收

入扣除税前准予扣除项目额之间的差额，即：

应税所得=应税收入原计税费用
利润总额是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总

额=（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营业外收入）原（主要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营业
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资产减值损
失+投资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营业外支出）。为简化表
达，以下将此关系式中被减项目部分简称为会计收入，减项简

称为会计费用，即：利润总额=会计收入原会计费用。利润总额
扣除当期所得税费用后的差额形成了归属于企业股东所有

的净利润。

由于按会计准则确认的收入、费用与按税法确认的收

入、费用之间存在着计算口径及方法等方面的区别，从而导

致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存在着众多差异。会计实务中只

要求按会计准则核算，从而在会计账簿记录中不能直接获得

应税收入及计税费用数额。因此，需要将会计核算中的利润

总额调整为应税所得，由此计算确定应交企业所得税。即：应

税所得=会计利润总额依纳税调整项目额。
2. 纳税调整项目的分类。纳税调整项目范围广、数量多，

笔者认为可按以下三个标志细分理解：一是按计算口径及期

间不同，分为永久性差异与暂时性差异；二是按调整数额的

增减变动方向，划分为调增项目与调减项目；三是按产生差

异的项目来源不同，分为会计收入与应税收入、会计费用与

应税费用之间的差异。

计算口径不同引起的纳税调整差异仅影响当期损益及职

工薪酬费用，此类差异可在职工薪酬及损益类账户本期发生

额基础上调整确定；计算口径相同但计算期间不同引起的调

整差异影响着期末资产、负债数额的变化，此类差异可在比

较期末资产、负债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的基础上调整确

定。参见下图：

二、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纳税调整项目在会计
账表中对接的必要性

税务机关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方式分为查账征收和核定征

收两类，A类企业是指会计核算制度相对健全且被主管税务
机关确认为实行查账征收所得税的居民企业；不具备查账征

税条件而实行核定方式征收所得税的企业称为 B类企业。A
类企业范围广、数量多、业务量大、会计核算制度相对健全，

在查账确认其税前利润基础上调整形成应税所得。

现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系统中，需要 A类企业填
制主表之外的 14种调整性附表，各附表中设置了需要填列的
多项栏目，填报各栏目的要求及方法说明字数 33 708个。虽
然现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中的内容完整齐全、项目详细，但

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申报表中设置的附表项目过多，且

同一附表中混杂着不同调整方式的纳税调整项目，可采用同

一调整方式的不同项目被分割在多种附表中；需审查账表中

的目标项目归类模糊，每年耗费大量人力实行财税大检查的

项目仍然属于冰山一角，且查账绩效受查账人员业务水平及

众多人为因素显著影响的现象未得到有效制约；申报表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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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会计准则与税法存在差异，企业应税所得与会计利润一般也存在差异。该差异可分永久性差异及暂时性差

异，为便于核算，本文设计了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和暂时性纳税差异调整表，从而实现 A类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中纳税调整项目与会计账表资料的对接。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 纳税调整 永久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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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调整项目未直接对接会计账表资料，查账确认后会计数

据未能自动生成到纳税申报表的对应项目中，会计核算与纳

税申报形成两套体系；涉及的纳税调整项目众多，调账及填报

业务繁杂，所得税的汇算清缴工作量大。因此，探讨A类企业
所得税纳税申报表中纳税调整项目在会计账表中的对接路径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纳税调整项目额可集中汇编成永久性差异纳

税调整计算表及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两张调整性附

表，表中各项目名称及编号应与会计账表有关项目保持衔接

对应。纳税调减项目应着重审查其佐证材料，调增项目的审查

重点是其核算的完整性。如果税务或审计部门未去该企业查

账或查账后未发现企业账面记录与其实际业务不符的证据，

这意味着企业账面记录数据已得到了税务部门的默认。对于

符合企业佐证材料的纳税调减项目额及完整反映企业实际发

生额的纳税调增项目额，可借助电算化操作程序导入调整表

中，并依据项目之间的数据联动关系计算纳税调整额。纳税申

报主表中纳税调整前的收入总额、费用总额和利润总额，可直

接从查账确认后编制的利润表内对应项目中导入；调整项目

额从调整表中导入，使所得税年终汇算清缴的填报数据能在

申报表中自动生成。

三、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的设置及填列方法

1. 永久性差异的构成分类。永久性差异按产生原因及纳
税调整方式不同，可划分为以下四类：一是会计核算中确认当

期收入收益从而形成利润总额但税制中免交所得税，比如财

政性拨款收入、企业购买国库券的利息收益。二是会计核算中

确认当期费用损失但税制中不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如企业

支付的税收滞纳金及非公益性捐款支出。三是税制中确认当

期收入但会计核算中不确认销售收入，比如自产产品用于本

会计主体的基建工程、附有回购协议的商品销售形成的视同

销售收入。四是税法中确认费用但会计核算中不形成费用，比

如研发过程发生的费用化支出可加计 50%在税前扣除、安置
残疾人员支付工资额可加计 100%在税前扣除、近五年内形成
的经营性亏损等。其中第二、三两类项目调整数额形成了纳税

调增额；第一、四两类项目调整数额形成了纳税调减额。

2. 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的设置。永久性差异纳税
调整计算表是指利润总额与应税所得计算口径不同形成的纳

税调整项目差异计算表，宜设置为左右方账户型格式。左方反

映纳税调增形成的永久性差异项目，并按先收入调增项目后

费用支出调增项目排序；右方反映纳税调减形成的永久性差

异项目，并按先收益调减项目后费用支出调减项目排序。格式

如下表 1所示。
3. 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中各项目的账表对接方

法。表 1内各项目可在职工薪酬及损益类有关总账中专设对
接的明细账，按明细账中的科目编号对应确定该表内各项目

的编号。比如“营业外支出”总账的科目编号为“6711”，企业会
计核算中可在该总账下专设“671110税收滞纳罚金支出”、
“671111 公益性捐款支出”、“671112 非公益性捐款支出”、
“671113非常损失”等项目。又如“管理费用”总账科目编号为
“6602”，本表中可在该总账下专设“660210业务招待费”等明
细账。工资薪金、职工福利费、社保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

教育经费等项目可在“应付职工薪酬”账户下专设对接明细

账；同理，“营业外收入”、“投资收益”、“财务费用”、“销售费

用”等总账下应专设对接的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账。纳税申报表

中调整项目与其账簿中明细账编号对接，这不影响各总账及

报表中的会计核算数额，借助电算化程序可直接将查账确认

后的会计核算数据导入本表相应栏目内。

纳税调减项目

购国库券利息收益

其他免税投资收益

财政拨款补助收入

治理三废收益

农产品加工收益

免税技术转让收益

种植养殖收益

减免税的企业收益

费用化研发支出

安置残疾人员工资

视同销售转销成本

转入本年扣除广告

弥补近五年内亏损

噎噎
合计

查账确认
数额设Ri

R1
R2
R3
R4
R5
R6
R7
R8
R9
R10
R11
R12
R13
噎噎

项目编号

600110
221110
221111
221112
221113
221114
221115
660110
660210
660310
671110
671111
671112

纳税调增项目

未入账的视同销售收入

工资薪金支出

职工福利费

社保费用

住房公积金

工会经费

教育经费

广告宣传费用支出

业务招待费

借款利息支出

税收滞纳罚金支出

公益性捐款支出

非公益性捐款支出

噎噎
合计

查账确认
数设为Ui

U1=0
U2
U3
U4
U5
U6
U7
U8
U9
U10
U11
U12
U13
噎噎

税前扣除
数设为Vi
V1渊调增冤

V2
V3注淤

V4
V5
V6
V7
V8

V9注于
V10注盂

V11
V12注榆

V13
噎噎

纳税调增
数设为Wi
W1=V1

W2
W3
W4
W5
W6
W7
W8
W9
W10
W11
W12
W13
噎噎
W

项目编号

611110
611111
630110
630111
630112
630113
410310
410311
530110
221110
640110
660112
410410

符合佐证
材料设为Si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噎噎

纳税调减
数设为Ti

T1=S1
T2=S2
T3=S3
T4=S4
T5=S5
T6=S6
T7=S7
T8=S8
T9注虞
T10注愚

T11
T12
T13
噎噎

T

表 1 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

企业名称院 _____年 金额单位院 附有关佐证材料_____张

审核 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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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中各项目数
额的填列方法。

（1）纳税调增项目额的确定方法。表 1左方
项目审查的着重点是各项目的实际发生额是否

完整入账以及有关项目的纳税扣除基数是否正

确。比如，营业收入是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

用的税前扣除基数；合理工资薪金是职工福利

费、工会经费、教育经费、社保费等项目数额的

税前扣除基数；利润总额是公益性捐赠数额的

税前扣除基数。本表左方的 Ui可从查账确认后
的账表项目中导入，税前扣除数 Vi按规定的基
数及比率确定，由此可计算纳税调增数额Wi。
假设查账确认后当年营业收入为 X，发生的合
理工资薪金为 U2，利润总额为 y，则借助电算化
操作程序可自动生成左方各项目的纳税调增数

额：即Wi=Ui-Vi（如为负数，据实扣除）。其中：
注淤V3=14%U2；V4、V5按合理工资薪酬的规
定比例确定；V6=2%U2；V7=2.5%U2；V8 一般
按不超过当年收入的15%扣除，超过部分结转
到未来扣除；注于V9为当年实际招待费的 60%
与当年营业收入 0.5%中较小者；注盂V10不超
金融机构同类贷款利率确定的借款利息额；注

榆V12为当年利润总额的 12%等。
（2）纳税调减项目额的确定方法。纳税人一

般能够在会计核算中完整记录准予纳税调减项

目数额，因此，表 1右方各项目额审查的重点是
与其佐证材料数额是否相符。右方各项目会计

核算数 Ri可直接从查账确认后的有关账簿记
录中导入；计税确认数 Si按符合其佐证材料的
扣除限额确定，从而可借助电算化操作程序自

动计算生成为右方各项目的纳税调减数额 Ti。
通常情况下，Ti=Si，但下列项目例外：注虞T9=
S9原R9=150%R9原R9=50%R9；注愚T10=S10原
R10=200%R10原R10=100%R10。

四、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的设置及

填列方法

1. 暂时性差异的构成分类。由于会计核算
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并遵循谨慎性原则，因此

资产负债的期末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形

成了多种差异。暂时性差异可划分为以下四类：

一是期末资产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形成的

差异，比如按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在期末公允

价值上涨情况下，会计核算中确认了收益从而

增加了利润且调增了该资产账面价值，但税制

中本期不确认该收益。二是期末资产账面价值

小于其计税基础形成的差异，如企业依据谨慎

性原则提取的各种资产减值准备金形成了当期

会计损失及导致期末资产账面净值减少，但这

种预计的损失不得在本期所得税前扣除。三是期末负债的账面价值大于其

计税基础形成的差异，比如企业对债务担保、未决诉讼、质量保证等或有事

项按准则确认了负债，但税制中要求在未来实际支付损失期间才能税前扣

除。四是期末负债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形成的差额，按税制形成了本

期负债及可在本期税前扣除的费用，但会计核算中不在本期确认负债及费

用，这类现象实际业务中很少出现。其中第二、三两类调整项目数额形成了

本期应税所得的调增额，而在未来转回期间形成其纳税调减额；第一、四两

类调整项目数额形成了本期的纳税调减额，但在未来转回期间应承担该差

额形成的税费。

2. 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的设置。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是
指利润总额与应税所得计算口径相同但形成期间不同引起的纳税调整差

异计算表，暂时性差异按期末结余资产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比较确定，

其中资产账面价值是资产原价减去其折旧摊销及减值准备后的差额，相当

于资产的账面净值，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按税制口径确认的期末资产结余净

额；负债的账面价值一般与其计税基础相符，只有预计负债等极少数负债

的期末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不一致。笔者认为该表格式宜设置为从上至

下排列的报告型格式，且按先资产后负债排序，如下表 2所示：

其中：注淤包括累计折旧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两个账户余额之和；注
于包括累计摊销及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两个账户余额之和。

3. 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中各项目的账表对接方法。资产负债表
中各项资产的期末数是其原价扣除按会计准则累计提取的折旧摊销额及

减值准备后的净值，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资产是其原始成本按公允价值

调整后的结果。因此，查账确认后的期末资产负债表各项目数体现了其账

面价值。表 2内各项目可与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编号对接，借助电算化
操作程序将查账确认后的资产负债表中有关项目期末数导入本表对应项

目的期末账面价值栏目，将引起暂时性差异的减值准备等有关账户查账确

认后的余额导入该表差异栏目，按项目之间联系确定各项目计税基础，从

而在该表内计算确定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额及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额。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资产原价扣除按税制规则折旧摊销后的净值，计税

基础与其资产账面价值的差异通常是因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公允价值变动

产生暂时性差异
的纳税调整项目

期末账
面值Mi

公允价值变动尧提取准
备金及折旧摊销账户

期末计税
基础Ni 应纳税差异 可抵扣差异

淤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

存货

持有至到期投资

可出售金融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预计负债

预收账款

合计

于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盂渊暂时性差异账户冤
610102

1241 渊坏账准备冤
1461渊存货跌价准备冤

1522
152306
1525

152606
1602+1603注淤
1702+1703注于

2411
2205

榆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9

N10=0
N11

虞
M1跃N1的差额
M2跃N2的差额
M3跃N3的差额
M4跃N4的差额
M5跃N5的差额
M6跃N6的差额
M7跃N7的差额
M8跃N8的差额
M9跃N9的差额
M10约N10的差额
M11约N11的差额
移Xi=X

愚
N1约M1的差额
M2约N2的差额
M3约N3的差额
M4约N4的差额
M5约N5的差额
M6约N6的差额
M7约N7的差额
M8约N8的差额
M9约N9的差额
M10跃N10的差额
M11跃N11的差额

移yi=Y

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
企业名称院 _____年 金额单位院 附有关佐证材料_____张
表 2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上旬

调整账面数额以及折旧摊销方法或年限不同而形成的。因此，

可通过导入查账确认后的减值准备等账户余额调整计算计税

基础。即本表中第盂列各项目数额可从经查账确认的“坏账准
备、存货跌价准备”等总账或明细账中按照账户编号分别对接

导入。

4. 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中各项目的填列方法。
（1）期末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依据从查账确认后导入的

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及有关暂时性差异账户余额，确定形成了

各项目的计税基础。预计负债的计税基础通常为零；资产项目

的期末计税基础可按查账后确认的期末账面价值加上提取准

备金、公允价值变动损失或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折旧摊

销差异等项目额确定。即：Ni=Mi+减值准备账户余额依公允
价值变动余额。比如：N1=M1依公允价值变动余额（减涨价变
动借方余额或加跌价变动贷方余额）；N2=M2+1241账户余
额；N3=M3+1461账户余额；N4=M4+1522账户余额等。

固定资产计税基础为固定资产原价减去按税制计提的累

计折旧额；如果税法折旧与会计折旧不相同，则：N8=M8+
1602账户余额+1603账户余额原按税法确认的累计折旧。

无形资产的期末计税基础是无形资产原价减去税法下的

累计摊销额形成的差额，对于企业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其原

价为资本化支出加计 50%后的数额。如果无形资产的会计摊
销与税法摊销不相同且由自主研发形成，设研发形成无形资

产明细账编号为 170110，则：N9=M9+1702账户余额+1703
账户余额+50%170110账户余额原按税法确认的累计摊销。
（2）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及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确定方法。

表 2中第虞列合计（期末结余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额）=资产
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的差额+负债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
基础的差额；本期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本期末结余该
类差异额原上期结余该类差异。如果该差额大于零，表示本期
新产生了应纳税差异，从而引起了未来期间应税所得的增加，

但该差额不需要在本期纳税，由此形成本期应税所得的调减；

如果该差额为负数，表示应在本期转回的应纳税差异，该差额

在过去产生但过去期间不需要缴纳税费而需现在缴纳税费，

因此该差额的减少形成了本期应税所得的调增。

表 2中第愚列合计（期末结余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额）=
资产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的差额+负债账面价值大于其
计税基础的差额；本期形成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本期末结
余该类差异额-上期末结余该类差异。如果该差额为正数，表
示本期产生的可抵扣差异，从而引起了可在未来期间抵扣税

费的差额，但该差额不能在本期抵扣税费，由此形成本期应税

所得的调增；如果该差额为负数，表示应在本期转回的可抵扣

差异，该差额在过去产生但现在才可抵扣税费，因此可抵扣差

额减少形成了本期应税所得的调减。

五、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设置

在查账确认会计收入、费用及利润总额基础上，编制了上

述两张纳税调整差异计算表，取得了各纳税调整项目的调整

数额，由此可计算应税所得及应缴所得税额：

本期应税所得=会计利润总额+永久性项目的纳税调增

额原永久性项目的纳税调减额+未来可抵扣但本期不能抵税
的暂时性差异增加额（或减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本期转回额）原
未来应纳税但本期不必纳税的暂时性差异本期增加额（或加

上前期不必纳税但本期应纳税的暂时性差异本期转回额）；应

纳所得税=应税所得伊所得税率。
依据应税所得计算关系式，笔者认为可按下列格式设置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见表 3）：

会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营业外收入

会计费用=主要业务成本+其他业务成本+营业税金及附
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销售费用+资产减值损失+投资损
失+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营业外支出

依据计算表作出的会计处理为：

借：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永久性差异纳税调增额-永
久性差异纳税调减额）伊税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期产生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

加额伊税率）
递延所得税负债 （本期转回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

少额伊税率）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应税所得伊税率）
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转回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额伊

税率）

递延所得税负债（本期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

加额伊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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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 目

会计收入

减院会计费用
利润总额

加院永久性差异调增项目额
减院永久性差异调减项目额
减院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额

渊减少以野原冶号填列冤
加院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额

渊减少以野原冶号填列冤
应纳税所得额

应缴所得税渊税率为25%冤

金额 数据来源说明

从查账确认后的利润表中导入

从查账确认后的利润表中导入

从查账确认后的利润表中导入

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左方合计

永久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右方合计

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中应纳税
差异合计扣除其上年结余额后的差额

暂时性差异纳税调整计算表中可抵扣
差异合计扣除其上年结余额后的差额

本表计算形成

本表计算形成

企业名称院 年 金额单位院
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表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