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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折旧年限的会税差异之处理

毛宇慧，陈维佳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长沙 410079）

【摘要】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政策。本文将根据固定资产折旧的最新

规定，结合案例对企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时会计与税务处理差异进行分析，为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加

速折旧方法提供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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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是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一项重要

因素。会计准则中指出，企业应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

用情况合理确定其折旧年限，并没有对固定资产的使用

年限做出具体规定，而税法中只规定了各类固定资产的

最低折旧年限。企业会计准则与税法相关规定的不同所

导致的折旧额差异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的纳税调整。另外，我国税法上一直对固定资产采取加速

折旧的条件限制得比较严格，只有符合税法列举情况的

固定资产才允许采用加速折旧法，具体按照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处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发［2009］81号，以下简称“81号文件”）执行。
近些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

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推动企业快速发

展以及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缩短折旧年限涉及的税法新规

1. 加速折旧方法的适用范围及选择。2014年 10月20
日，根据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精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下发的《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4］75号，以下简称“75号文件”）中指
出，生物药品制造业等 6个行业的企业2014年 1月 1日后
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以选择采用加速折旧或者缩短折旧

年限的方法，即税法上对于固定资产采用加速折旧方法

的限制条件不再只拘泥于 81号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对于
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固定

资产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局总

局公告 2014年第 64号，以下简称“64号公告”）中进一步
明确规定了六大行业企业的范围，有助于纳税人和征税

机关更好地执行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通常包括缩短折旧年限、年

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等。当企业会计上采取了加

速折旧，若不符合税法的规定仍须在年底汇算清缴时进

行纳税调整。2014年 5月 23日，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
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 2014年第 29号，以下简称“29号公告”）中明确
指出，企业依照税法的规定选择实行加速折旧时，按照加

速折旧方法计算的折旧额可以全额税前扣除。即企业可

在会计上采用直线折旧、税法上采用加速折旧，这样就能

在不影响企业会计利润的同时充分保障纳税人享受税收

优惠的权益，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

面税收优惠政策的顺利实施。

2. 会计、税法折旧年限的差异处理。因会计和税法关
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有着不同的规定，当企业对固定资

产计提折旧额时在会计、税法上采用的折旧年限不一致，

应该如何处理，29号公告对不同情形也给出了明确规定。
（1）如果企业对固定资产执行的会计折旧年限长于

税法对其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那么该资产折旧额的计

算扣除应按照会计折旧年限。即纳税人在该情形下税法

上计算折旧扣除时必须按照会计折旧年限，无须在年度

汇算清缴时按税会差异额进行纳税调整。至此，终止了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号中“可”字所引起的征纳
双方的争议。

（2）如果企业对固定资产执行的会计折旧年限短于
税法对其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但长于税法采用缩短折

旧年限时的折旧年限，那么当会计和税法上均采用正常

折旧方法时，符合29号公告中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即在会计折旧年限内纳税调增，会计折旧提满后纳税调

减。若企业会计上正常折旧，税法上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法

时，符合29号公告中第五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即会计和
税法上均按会计折旧年限计算扣除，视同会计税法无差异。

（3）如果企业对固定资产执行的会计折旧年限短于
税法对其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并短于税法上采用缩短

折旧年限时的折旧年限，无论税法上是否采用缩短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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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法，均符合29号公告中第五条第一项的情形，即前期
纳税调增，在会计折旧提满后纳税调减。

二、案例分析

腾飞机械制造公司是一家专用设备制造企业，2014
年 12月购置一台价值 240万元的设备并开始使用，假设
净残值为0，且该公司没有对该机器设备计提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机

械设备类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为 10年，在本案例中
假设企业采用缩短折旧年限的方法时，折旧年限缩短为6
年。会计上始终采用正常折旧方法，下面分三种情况分别

分析税法上未采用和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时会计、税法的

差异处理。

情形一：企业将专用设备类固定资产的会计折旧年

限确定为12年。
（1）税法上未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企业该设备的会

计折旧年限为 12年，税法规定该类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
10年，根据29号公告中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税法上在核
算该专项设备计提的年折旧额时折旧年限应该按12年计
算扣除，视同税会无差异，无须进行纳税调整。

（2）税法上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根据64号公告中的
优惠措施，若企业在税法上选择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法，即

税法上折旧年限为6年，那么因 29号公告中的相关规定，
其折旧仍应按 12年计算扣除，无暂时性差异。也就是说，
企业在该情况下采用缩短折旧年限进行加速折旧无效。

情形二：企业将专用设备类固定资产的会计折旧年

限确定为8年。
（1）税法上未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29号公告明确规

定，当企业对某类固定资产确定的会计折旧年限低于税

法对该类资产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时，应在会计折旧年

限内调整增加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调增额为按会计折旧

年限和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计算的折旧额差额；当

超过该固定资产的会计折旧年限且该资产的会计折旧已

经提满，若这时还在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内并且税

法上计提的折旧并未提满，那么对于折旧未计提满的部

分可按规定继续在剩下的税收折旧年限内计提扣除。

在情形二中，该设备执行的会计折旧年限为 8年，而
税法规定该类设备最低折旧年限为 10年，则在 2015 ~
2022年会计上每年计提折旧额 30万元，税法上每年计提
折旧额 24万元，即在前 8年中每年纳税调增 6万元；2023
~ 2024年会计上不再计提折旧，税法上每年计提折旧额为
24万元，即在最后2年每年纳税调减24万元。2015 ~ 2023
年每年资产负债表日该设备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

础，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即两者之间产生的差异会减

少未来期间该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以及应交所得税。若预

计企业未来期间能够产生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利用该可

抵扣暂时性差异时，可以确认该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5 ~ 2022年每年资产负债表日：借：递延所得税资
产 1.5；贷：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 1.5。2023 ~
2024年每年资产负债表日：借：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
税费用6；贷：递延所得税资产6。
（2）税法上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缩短后折旧年限为

6年，此时符合29号公告第五条第二项中规定的情形，则
会计和税法上均应按8年对该设备计提折旧，年折旧额为
30万元。整体来看，若税法上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虽然
比未采用时允许扣除的折旧额多，但企业并没有完全享

受到税收优惠。

情形三：企业将专用设备类固定资产的会计折旧年

限确定为5年。
（1）税法上未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设备的会计折旧

年限为 5年，而税法规定的该类资产最低折旧年限为 10
年，则根据29号公告第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在2015 ~ 2019
年每年会计上计提折旧额 48万元，税法上每年允许扣除
的折旧额为24万元，即前5年中每年纳税调增24万元；在
2020 ~ 2024年每年会计上不再计提折旧，税法上每年仍允
许扣除折旧额24万元，即后5年中每年纳税调减24万元。
会计处理同前。

（2）税法上采用缩短折旧年限法。若企业税法上缩短
折旧年限为6年，则在2015 ~ 2019年税法上每年允许扣除
的折旧额为 40万元，即前 5年每年纳税调增 8万元，在
2020年纳税调减40万元。会计处理同前。
虽然我国会计准则并没有具体规定固定资产的使用

年限，但大部分企业为了保证利润和经营业绩一般都会

谨慎采用较低的折旧年限对固定资产进行加速折旧，这

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限制了缩短折旧年限享受税收优惠

的可行性。然而如果企业在税法上选择双倍余额递减法

或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无论企业机器设备的会计折旧

年限是几年，均能享受到加速折旧的优惠。

29号公告明确了折旧年限方面会计与税法一致性的
具体规定，终止了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相关争议，同时也

避免了税务风险。然而，也正是因为在折旧年限方面会计

与税法的一致性，企业采用缩短折旧年限的方法只有在

其对该设备确定的会计折旧年限低于该类固定资产最低

折旧年限的情况下有效，并不能完全享受到 64号公告中
国家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面给予的税收优惠。鉴于此，

企业在根据其拥有固定资产的性质和具体情况合理确定

设备会计折旧年限的同时谨慎考虑选择缩短折旧年限法

进行加速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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