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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带薪缺勤的所得税会计处理

张亚杰（副教授），徐丹丹，刘夏原

（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要】长期带薪缺勤的确认在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上有所不同，会产生暂时性差异。本文结合案例，基于现

时义务视角，采用将“长期带薪缺勤”和“未确认融资费用”合并处理的方式核算递延所得税的影响，可更好地体现

会计的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关键词】长期带薪缺勤；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计税基础；所得税会计

一、长期带薪缺勤的会计处理

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
（CAS 9）将长期带薪缺勤归属于其他职工福利，采用设定
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两种方式进行确认与计量。在

实务中，较为常见的长期带薪缺勤是职工的内退和长期

病假等，本文以职工内退为例进行分析。

对于内退，相关法律规定：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
经本人申请企业批准，可办理内退手续。内退期间由企业

按月发放生活费并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生活费标准根

据企业支付能力由企业与内退人员协商确定，但不得低

于当地下岗职工第一年的生活费标准，即当地失业保险

金标准的120%。由于长期带薪缺勤所跨年度区间较短，故
受未来不确定因素影响不大，无需对其进行精算假设等

复杂处理，笔者认为，采用设定提存计划更合理。

例：A公司总经理李某在职年薪平均为 100万元，
2013年末被允许内退，距其法定退休还有5年，内退期间
A公司每年支付其12万元，按月发放，其中包含各项社会
保险金。

1. 内退申请批准时。在内退计划符合确认条件时，将
自员工停止服务日至正常退休期间企业支付给员工的生

活费及各项社会保险费确认为一项负债，并折现后归入

相关费用。CAS 9规定采用的折现率为根据资产负债表日
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

场上的高质量公司债券的市场收益率确定。

本例拟用期限为 5年左右的国债平均市场收益率作
为折现率，经过处理后计算结果为 4.57%。将因支付长期
带薪缺勤而承担的负债进行折现，现值（PV）=12×（P/A，
4.57%，5）=12×4.38=52.56（万元），并将其计入当期管理费
用，会计处理为：借：管理费用 52.56，未确认融资费用
7.44；贷：应付职工薪酬——长期带薪缺勤60（12×5）。

2. 长期带薪缺勤的摊销。采用实际利率法对长期带

薪缺勤进行摊销（详见表 1）。工资按月发放，理论上应该
按月折现，但由于短期内数值影响不大，所以在按年折现

的基础上每月采用直线法摊销，并按月确认相关的利息

费用。

2014 年每月应承担的利息费用为 2 001.66 元
（24 019.92÷12），1月末会计处理为：借：应付职工薪酬
——长期带薪缺勤 10 000；贷：银行存款 10 000。借：财务
费用 2 001.66；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2 001.66。以后各期会
计处理同理。

二、长期带薪缺勤的所得税处理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发生

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
予扣除。若企业实际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超出工资、薪

金总额的 14%，则形成永久性差异，超出部分只调增当期
应纳税所得额并计入当期所得税费用即可，会计处理相

对简单。本文只针对相对复杂的暂时性差异部分进行分

析处理。

接上例，假设A公司 2013 ~ 2018年每年的会计利润
均为4 000万元，除长期带薪缺勤外，无其他永久性差异和
暂时性差异，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且预期不发生改变。

1. 确认当期应交所得税。依据权责发生制原则，A公
司在 2013年末将长期带薪缺勤中的 525 600元确认为管

日 期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12.31

支付薪酬

120 000

120 000

120 000

120 000

120 000

利息费用（4.57%）

24 019.92

19 633.63

15 046.89

10 250.53

5 449.03

归还本金

95 980.08

100 366.37

104 953.11

109 749.47

114 550.97

摊余成本

525 600

429 619.92

329 253.55

224 300.44

114 550.97

0

表 1 长期带薪缺勤摊销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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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用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扣除项目，剩下的归于未确

认融资费用在以后会计期间进行摊销，归入财务费用进

行抵扣。但是，税法是依据收付实现制原则，仅将当期实

际发生的此项职工福利费用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的部分在税前扣除。由于2013年末并未发放长期带薪
缺勤，所以税法在这年允许的抵扣额为 0，那么 2013年末
的应纳税所得额应在当期会计利润4 000万元的基础上，
调增525 600元。
根据表2中的相关数据［见表2中项（4）］确认2013年

应交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为：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

费用10 131 400；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10 131 400。
在 2014年末，A公司在会计上将本期摊销的财务费

用 24 019.92元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项，而税法是按
收付实现制进行处理的，故将实际发放的120 000元作为

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项，那么 2014年末的应纳税所得额
则为在当期利润 4 000万元的基础上，先调增 24 019.92
元，再调减120 000元。故，根据表2的相关数据，确认2014
年应交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为：借：所得税费用——当期所

得税费用 9 976 004.98；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9 976 004.98。以后各年度的会计处理同理。

2. 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我国所得税会计采用资产
负债表债务法，要求企业从资产负债表出发，分析资产负

债表上列示的资产、负债项目，比较按照会计准则确定的

账面价值与按照税法确定的计税基础，对于两者之间的

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相

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在此基础上确

定每一个会计期间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1）计税基础的确定。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
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

抵扣的金额。负债的计税基础即

本例涉及“应付职工薪酬——长

期带薪缺勤”和“未确认融资费

用”两个负债项目。在资产负债

表中，“长期带薪缺勤”抵减

“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后以

净额列示于“应付职工薪酬”项

目，反映会计期末“应付职工薪

酬”的现时义务。因此，计算计税

基础时，也应将“长期带薪缺勤”

和“未确认融资费用”进行合并

处理。

以2013年末时点为例，长期
带薪缺勤的账面价值为 525 600
元，按照税法规定未来期间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此时点的现时

义务 525 600元应在税前全部抵
扣，因此其 2013年末的计税基础
=账面价值（525 600）-未来期间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

规定可予抵扣的金额（525 600）=
0，也就是将来支付额中不能抵
税的金额为 0。以后各年依此类
推，各年末长期带薪缺勤的计税

基础均为0。
（2）递延所得税费用的确定。

在 2013年末，账面价值 525 600
元与计税基础0之间形成了525 600
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由表 2
数据可知，之后差异通过当期的

项目
年份

应税扣除（1）

会计
扣除
（2）

应纳税所得
额（3）=当期
会计利润
+（2）-（1）

当期应交所
得税（4）=
（3）×25%

长期
带薪
缺勤
年末
余额
（5）

期末递延所
得税资产（6）
=（5）③×25%

期初递延所
得税资产（7）

递延所得税
费用（8）=
（7）-（6）

所得税费用
（9）=（4）+（8）

管理
费用

财务
费用

账面
价值
①
计税
基础
②
可抵
扣暂
时性
差异
③=①
-②

2013年

0

525 600

0

40 525 600

10 131 400

525 600

0

525 600

131 400

0

-131 400

10 000 000

2014年

120 000

0

24 019.92

39 904 019.92

9 976 004.98

429 619.92

0

429 619.92

107 404.98

131 400

23 995.02

10 000 000

2015年

120 000

0

19 633.63

39 899 633.63

9 974 908.41

329 253.55

0

329 253.55

82 313.39

107 404.98

25 091.59

10 000 000

2016年

120 000

0

15 046.89

39 895 046.89

9 973 761.72

224 300.44

0

224 300.44

56 075.11

82 313.39

26 238.28

10 000 000

2017年

120 000

0

10 250.53

39 890 250.53

9 972 562.63

114 550.97

0

114 550.97

28 637.74

56 075.11

27 437.37

10 000 000

2018年

120 000

0

5 449.03

39 885 449.03

9 971 362.26

0

0

0

0

28 637.74

28 637.74

10 000 000

合 计

600 000

525 600

74 400

240 000 000

60 000 000

0

60 000 000

表 2 每期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和所得税费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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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带薪缺勤”的支付和“未确认融资费用”的摊销而逐

期转回。由于确认长期带薪缺勤时进行了相关费用的归

属分配，会影响当期利润，所以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

认原则，应该予以确认由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形成的递

延所得税资产，会计处理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131 400；
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131 400。
在2014年末，账面价值429 619.92元与计税基础0之

间形成了429 619.92元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样符合递
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原则，应该予以确认由于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形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107 404.98元。由于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期初余额为131 400元，所以应该对递延所
得税资产进行转回处理：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

费用 23 995.02（131 400-107 404.98）；贷：递延所得税资
产23 995.02。以后年度的会计处理同理。

3. 确认期末所得税费用。2013年的所得税费用=
10 131 400-131 400=10 000 000（元），综合会计处理和表
2数据可以看出，使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所得税费用进
行核算，各年度得到的结果均 10 000 000元，这样与各年
度4 000万元的会计利润得到匹配，更全面地体现了权责
发生制原则。同时，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更符合会计上

资产的定义，使会计报表的信息质量得到了提高。

三、总结

依据CAS 9将长期带薪缺勤确认为一项负债时，应
以与期限相匹配的实际利率折现后的金额计入相关费

用，这直接影响企业当期的损益；但按税法的规定，只有

实际支付长期带薪缺勤时才准予按限额税前扣除。因

此，长期带薪缺勤的核算会形成暂时性差异，按会计准

则规定应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来核算所得税的差异

影响。

需注意的是，由于“长期带薪缺勤”要抵减“未确认融

资费用”的余额后以净额列示于资产负债表的“应付职工

薪酬”项目，反映的是会计期末“应付职工薪酬”的现时义

务，因此核算所得税差异时，也应将“长期带薪缺勤”和

“未确认融资费用”进行合并处理。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张亚杰，颜燕瑜.分期收款销售业务的所得税会计处

理［J］.财会月刊，2009（4）.
【基金项目】江苏省物价局立项项目“基于价值增值

管理的成本管控体系研究与应用”（编号：SJY20119112/
0402）

利用多栏式账编制现金流量表方法探讨

雷俊红

（河南省会计学校，郑州 450003）

【摘要】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主要有公式法、工作底稿法。采用这两种方法编制现金流量表，依据对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及相关业务的分析来实现,需要进行事后繁琐的调整，而现有的会计资料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为简化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本文仿照多栏式账的设置原理，通过增设、改进会计账户的设置,为“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
增设附表——现金流量日记账，以期达到简化现金流量表编制的目的。

【关键词】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日记账；多栏式账

一、现金流量表编制存在的问题

现金流量表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在编制时其各个项

目不能像资产负债表、利润表那样根据总账、明细账会计

账户的期末余额或本期发生额填列完成。现金流量表编

制中那一堆堆繁琐的调整分录、冗长的会计底稿，让人望

而生畏。

究其原因，现金流量表反映的是现金的变动情况，其

表内项目与日记账会计账户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因而不

能直接根据会计账户的记录来编制，而是需要根据资产

负债表、利润表中的项目来分析填列。现金流量表的这种

特点使其编制复杂化，同时也割裂了其与日常经济业务

及会计记录之间的关系，涉及大量的调整分录，给会计人

员造成了理解和操作上的困难。

二、现金流量表编制的新方法

如何才能充分利用现有的账户资料，使现金流量表

的编制方法简单易行呢？这就需要对现有会计账户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