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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的 25号公告解读

【摘要】基于 2011年所得税汇算清缴过程中涉及的资产损失金额确定以及证据材料的提供问题，本文对国家税务总局

2011年第 25号公告与国税发［2009］88号文件规定之间的差异进行解析，以强化资产损失 25号新政对实际业务的指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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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常熟理工学院管理学院 江苏常熟 215500冤

2011年 3月 31号，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了 2011 年第 25 号公告———

《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

办法》（简称“25号新政”），自 2011年

1月 1日起施行。

也就是说，2012 年 5 月 31 日之

前对 2011年度企业所进行的企业所

得税汇算清缴中涉及资产损失的内

容，将由 25号公告替代国家税务总

局于 2009 年 5 月印发的国税发

［2009］88号文件———《企业资产损失

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简称“原 88号

文”）、2009 年 12 月印发的国税函

［2009］772号文件《关于企业以前年

度未扣除资产损失企业所得税处理

问题的通知》及国税函［2010］196 号

文件———《关于电信企业坏账损失税

前扣除问题的通知》。

针对 2011年所得税汇算清缴过

程中金额确认及材料证据出现的问

题，笔者建议企业在 2012年所得税

汇算清缴中从以下几方面来关注 25

号新政对企业资产损失金额和证据

的特殊要求：

一、资产损失金额的计量与证明

材料的收集对比

25 号新政与原 88 号文一样，将

普通资产类型分为货币性资产与非

货币性资产，另外在 25号新政中还

增加了其他资产损失的确认。25号新

政与原 88号文对资产损失的金额确

认及材料证据规定如右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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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证据材料（25号新政
较原88号文的变化）

损失金额计量基础
损失项目

损失
类型

金融机构出具的
假币收缴证明

法院或清算管理
人出具的未完成
清算证明

仲裁书袁债务人重
组收益纳税情况
说明袁逾期一年及
三年的专项报告

计税成本确定依
据

计税基础相关资
料

停建原因说明及
相关材料

同野存货冶项目

外部专业鉴定意
见

全部条款新增

无法出具资产清
偿证明或遗产清
偿证明的处理

会计核算资料 袁
资产及遗产清偿
证明

专项说明及专项
报告

抵押合同或协议
书袁会计核算资料
等其他证据材料

同股权和债权投
资处理

各类资产作价依
据尧出售过程的情
况说明尧资产计税
基础等

25号新政原88号文 减少新增

无

政府责令停业尧关闭
等证据

其他相关证明

金额较小的袁企业内部
出具技术鉴定证明

金额较小的袁企业内部
出具技术鉴定证明

政府停建拆除文件

同野存货冶项目

企业内部有关责任认
定和核准文件

无

多项债权无法收回情
况的处理

可回收金额暂定为账
面余额的5%

无

无

同股权和债权投资处
理

资产账面价值清单

货
币
性
资
产
损
失

非
货
币
性
资
产
损
失

投
资
损
失

关联方
交易损
失

其
他
资
产
损
失

转让资产损失袁
借款担保债权
损失

未能按期赎回
的抵押资产

理财产品及委
托贷款

资产捆绑拍卖尧
询价尧竞争性谈
判尧招标等市场
方式出售

按独立交易
原则发生的
损失

账面净值大
于变卖价值
的差额

按股权和债
权投资处理

出售价格低
于计税成本
的差额

账面净值大
于变卖价值
的差额

按股权和债
权投资处理

出售转让价
格低于账面
价值的差额

现金

银行存款

往来款项

存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生产性生物
资产

无形资产

债权性投资

股权性投资

账面原值 账面原值

账面原值

账面原值

计税成本

同野存货冶项目

账面净值

没有明确

计税基础

账面原值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账面净值

账面净值

没有明确

没有明确

同野存货冶项目

投资账面
价值

账面净值

账面价值

尚未摊销的
价值

无

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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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金额确定基础逐步统一，计税基础成为趋势

在资产损失金额的计量金额确定基础上，原 88号文与

25号新政有所不同，另外 25号新政对于资产损失计量金额

的确定基础也并非前后统一。原 88号文和 25号新政中出现

的计量金额确定基础有：计税成本，计税基础，账面价值，账面

净值等。其含义分别如下：淤计税成本：指企业在开发、建造开

发产品（包括固定资产，下同）过程中发生的按照税收规定进

行核算与计量的应归入某项成本对象的各项费用。于计税基

础：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

金额。盂账面价值与账面净值：资产类账面价值=账面净值-

减值准备，账面净值=账面余额（或原价）-累计折旧或摊销

（适用于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因此，除了固定资产和无形资

产由于存在折旧和摊销导致账面价值与账面净值金额不一致

外，其余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账面净值在金额方面保持一致。

通过 25号新政与原 88号文的对比，笔者发现在资产损

失的计量金额确定基础上，存货的损失计量金额确定基础由

原来的账面价值改为了计税成本。由于账面价值中扣除了存

货跌价准备，而存货跌价准备通常不能在所得税前扣除，如果

将存货的资产损失金额确定为存货的账面价值，就会导致当

存在存货跌价准备时，实际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金额偏小，其

差额即为存货跌价准备。25号新政将账面价值改为计税成

本，而计税成本是指按照税收规定进行核算与计量的应归入

存货成本的各项支出，在确认存货的资产损失时即为税收规

定下的存货的原价，不用考虑相关的存货跌价准备，因此采用

计税成本作为存货的资产损失金额的确定基础可以和目前的

税收规定相一致。

对于以账面净值作为资产损失计量金额基础的资产，虽

然 25号新政和原 88号文在计量金额确定基础的名称上保持

了一致，但是在证明其计量金额所需要的材料中增加了“计税

基础相关资料”这一项。从中可以说明，在这些资产发生损失

的时候，其计量金额确定基础应该是计税基础。而账面净值和

计税基础除了在定义上有区别外，在实质金额上是否也有区

别呢？以固定资产为例，如果固定资产损失金额的确定基础为

账面净值，而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是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

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在实际操作中就会有会计的

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税法的折旧年限不一致的情况出现，从

而导致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与计税基础不一致。在确认固定

资产损失的税前扣除金额时，笔者认为，应该选择固定资产的

计税基础。

25号新政增加的无形资产的损失以尚未摊销的无形资

产的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笔者认为，该尚未摊销的无形资产的

金额依据也应该是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因为企业会计准则

下的摊销年限以及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都会对无形资产尚未

摊销的价值产生影响，并且与相关税收法律规定不一致，所以

应以计税基础作为无形资产损失金额的确认依据。另外，对于

以账面价值作为资产损失计量基础的在建工程，25号新政仍

然沿用了原 88号文的账面价值作为计量金额的依据的提法，

但是按照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建工程的资产损失金额以计

税基础作为计量金额的依据会更加合理。

三、证据材料简化，注重第三方证据

25号新政增加了计税成本及计税基础材料提供的规定，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25号新政在确认资产损失金额时更注重

资产的计税基础，而不是账面净值或者账面价值。另外，企业

内部的技术鉴定也不再是鉴定资产损失所需要的唯一资料，

而是增加了诸如金融机构、法院以及外部中介服务机构所出

具的专项说明及专项报告等第三方证明材料。

之所以 25号新政下资产损失的材料可以简化，源于资产

损失税前扣除报批方式的变更。原 88号文将资产损失分为自

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简称“自行申报”）和须经税务机关审

批后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简称“审批”）两类，而 25号新政将

其改为清单申报扣除和专项申报扣除。不管是清单申报还是

专项申报，25号新政都是强调申报扣除，并且把原审批的事

项都改为了专项申报，对于企业无法准确判别属于哪种申报

方式的资产损失可以采用专项申报形式，均不再实行原 88号

文中的审批扣除。此举将使得只要企业资料齐全并且形式上

符合要求即可先予税前扣除相应的资产损失。但是如果在日

后的税务稽查中发现企业通过虚增资产损失导致应纳税款减

少，责任在于企业，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企业将被以偷逃税款论处，并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

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

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的资产损失的税前扣除采用申报扣

除，减少内部证明材料，增加外部第三方证据，一方面提高了

证明材料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企业和中介

服务机构的纳税风险意识和责任感。

四、结语

资产损失以计税基础作为计算依据更加具有操作性和合

理性，因此笔者认为，资产损失金额的计量应该逐步过渡到以

资产的计税基础为依据，并且在名称上实现前后统一。另外，

25号新政下资产损失申报材料的简化不仅提高了资产损失

税前扣除的效率，便利了企业，而且原来由税务机关承担的审

批风险转变成了纳税人自主承担的申报风险，这也促使纳税

人和中介服务机构在资产损失的税前申报过程中要主动提高

纳税风险意识，自觉维护税收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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