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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规定，企

业合并中的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的合并范围。合并财务报表反映母公司和其全部子公司形成

的企业集团整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其编制主

体是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以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个别财务

报表为基础，根据其他有关资料，抵销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

司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后编制。

在企业集团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集团内企业法人适用的税

率很可能存在差异。那么在集团内买卖双方的企业法人主体

适用税率不同的情况下涉及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计算由

其形成的递延所得税应使用哪一方的税率呢？我国新企业会

计准则对此并无专门论述，现笔者通过案例加以分析税率。

一、交易主体税率不同下内部存货交易未实现损益形成

递延所得税

例1：甲、乙两公司同属集团内的企业。其中，甲公司为母

公司，适用税率为 15%。乙公司为子公司，适用税率为 25%。

2011年 5月 16日，乙公司将一批存货销售给甲公司，款项于

当日通过银行转账结清。该批存货的成本是200 000元，内部

交易价格是300 000元，假定交易中不存在相关的税费，且以

前期间甲、乙公司不存在任何内部交易。至 2011年 12月 31

日，甲公司未将该批存货向集团外的企业销售。

2011年 5月，乙公司个别报表对于该项交易编制的会计

分录：借：银行存款300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300 000。借：主

营业务成本200 000；贷：库存商品200 000。

乙公司在该项交易中确认了 100 000 元的内部交易利

润，同时此交易利润也是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适用税率计

算得乙公司当期所得税费用为25 000元。

2011年 5月，甲公司个别报表对于该项交易编制的会计

分录：借：库存商品300 000；贷：银行存款300 000。

因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的存货未向集团外销售，2011年

年末母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编制调整分录：借：主营

业务收入300 000；贷：主营业务成本200 000，存货100 000。

因合并调整，存货的成本被调低了 100 000元。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时对存货账面价值的调整会导致账面价值与计税

基础存在差异。合并财务报表中存货的账面价值是 200 000

元，计税基础是 300 000元，其差异属于暂时性可抵扣差异，

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费用。但 100 000元的

差异应选择哪个法人主体的适用税率计算来确定递延所得

税资产？我国无专门的规定。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

所得税》中第51段，递延所得税负债和资产的计量，应反映在

资产负债表日从企业预期收回或清偿其资产和负债账面金

额的方式中推算出的纳税后果。结合本例，笔者认为应该选

择购买方企业法人适用的税率进行计算。因为未来期间甲公

司对外出售或耗用由内部交易取得的资产时，纳税申报表中

允许扣除300 000元的税务后果是体现在甲公司的纳税申报

表中，所以计算递延所得资产应选择未来期间拥有税前扣除

此项金额权利的企业主体的税率。按照甲公司的适用税率计

算上述递延所得税，满足国际会计准则的此项要求。

2011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00 000×15%=15 000（元），会计处理为：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15 000；贷：所得税费用15 000。

若2012年甲公司将此存货全部售出，则甲公司通过税前

扣除 300 000 元的存货成本，节约税费 45 000 元（300 000×

15%），实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在本例涉及交易的主体

中，采购方的税率比销售方的税率低；相反，若涉及交易的主

体中，采购方的税率比销售方的税率高，计算上述递延所得

税仍然采用采购方的适用税率。

二、交易主体税率不同下内部固定资产交易未实现损益

形成递延所得税

例2：甲、乙两公司同属集团内的企业。其中，甲公司为母

【摘要】目前，集团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趋势，而集团内企业的多样化，导致不同企业间所得税税率可能存在差异。在

编制合并报表时，此差异又导致内部交易中未实现损益产生的递延所得税在确认时面临不同税率的选择。本文将通过案例

深入分析不同税率的主体在内部交易中未实现内部损益产生的递延所得税怎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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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适用税率为 15%；乙公司为子公司，适用税率为 25%。

2010年 12月 21日，乙公司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给甲公司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乙公司销售该产品的销售收入为120 000

元，销售成本为100 000元。甲公司对固定资产采用直线法计

提折旧，折旧年限为 5年，预计净残值为零。假设会计和税法

对该固定资产的折旧计提方法、折旧年限和预计净残值的处

理一致，且该交易不存在任何相关的税费。

2010年12月，乙公司个别报表对于该项交易编制的会计

分录：借：银行存款120 000；贷：主营业务收入120 000。借：主

营业务成本100 000；贷：库存商品100 000。

乙公司在该项交易中确认了20 000元的内部交易利润，

同时此部分交易利润也是应纳税所得额，按 25%的适用税率

计算得乙公司当期所得税费用为5 000元。

2010年12月，甲公司个别报表对于该项交易编制的会计

分录：借：固定资产120 000；贷：银行存款120 000。

因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的固定资产未计提折旧，2010年

末母公司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编制调整分录：借：主营业

务收入120 000；贷：主营业务成本100 000，固定资产20 000。

因合并调整，固定资产的成本被调低了 20 000元。合并

财务报表中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是 120 000元，计税基础是

100 000元，由此形成的 20 000元差异属于暂时性可抵扣差

异，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费用。那么 20 000

元的差异应选择哪个法人主体的适用税率计算确定递延所

得税资产？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的规

定：“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的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本例

中，由内部固定资产交易产生的未实现损益20 000元形成的

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未来期间通过甲公司对该固定资产计提

折旧得到逐步实现转回，即通过逐年在税前利润中扣除该折

旧费用实现税费的抵扣及递延所得税的转回。如下表：

表1中，固定资产在内部交易当期未计提折旧的情况：账

面价值是合并报表中固定资产项目抵销未实现内部交易损

益后的价值，计税基础是甲公司单个报表中固定资产的价

值。可见，此项固定资产内部交易当期导致产生 20 000元差

异，在不同税率的选择下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数额亦不

同。选择适用税率的原则为：根据该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允许

税前扣除的所在企业的税率。因为税法针对企业法人个体征

税，并不对集团企业征税。甲公司个别报表上固定资产的年

折旧额大于合并报表上该项资产的折旧额，两者的差异通过

在甲公司纳税申报表中扣除实现整个集团企业税费的减免。

这部分减免的税费正是合并财务报表中因固定资产内部交

易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转回。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

每年甲公司为企业集团减免税费 600元，因此递延所得税资

产每年转回亦应该是600元，5年共实现递延所得税资产3 000

元的转回。表 1中若按照固定资产出售方企业法人乙公司的

税率（即 25%）计算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5 000元（20 000×

25%=5 000）与表2中固定资产在使用期间实际为集团节约的

税费总额 3 000元（600×5）不等。由此可得，对于固定资产内

部交易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应该按照最终持有固定资产方的

企业法人的适用税率来确定。

2010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0 000×15%=3 000（元），会计处理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3 000；贷：所得税费用3 000。

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内每期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转回递

延所得税资产600元，会计处理为：借：所得税费用600；贷：递

延所得税资产600。

综上所述，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递延所得税应以可

能对未来所得税产生的影响进行确认，固定资产内部交易产

生的递延所得税的计算应按交易双方处于购买方地位（亦即

资产最终持有方）的企业法人的适用税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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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的
使用年限

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
产（甲公司税
率15%）

当期递延所得
税资产（甲公
司税率15%）

递延所得税资
产（乙公司税
率25%）

当期递延所得
税资产（乙公
司税率25%）

交易当期

100 000

120 000

20 000

3 000

3 000

5 000

5 000

第1年

80 000

96 000

16 000

2 400

-600

4 000

-1 000

第2年

60 000

72 000

12 000

1 800

-600

3 000

-1 000

第3年

40 000

48 000

8 000

1 200

-600

2 000

-1 000

第4年

20 000

24 000

4 000

600

-600

1 000

-1 000

第5年

0

0

0

0

-600

0

-1 000

固定资产的
使用年限

合并报表的
年折旧额

个别报表的
年折旧额

年折旧额差异

年折旧额差异
的节税贡献（甲
公司税率15%）

交易
当期

0

0

0

0

第1年

20 000

24 000

4 000

600

第2年

20 000

24 000

4 000

600

第3年

20 000

24 000

4 000

600

第4年

20 000

24 000

4 000

600

第5年

20 000

24 000

4 000

600

表 1 不同税率下固定资产交易未实现
内部损益形成的递延所得税及其转回 单位：元

表 2 合并报表与个别报表固定资产
年折旧额差异的节税贡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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