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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以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岑文静，王钎宇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2014年10月2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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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国务院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精神。本文立足于此次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
研究新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要点，以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企业的经营环境状况和新政策的

有关规定，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以及新所得税政策在企业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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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呈现出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许

多企业面临着成本上升压力较大、税收负担过重的问题。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税务总局于2014年10月20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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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运用税法这种经济调控手段，减
轻企业负担，以此消除企业的顾虑，增强企业的信心，进

而促使企业转型升级。

面对不景气的经济形势，各级政府需调整经济结构，

促进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以科技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既能促进我国高新科技产业

的发展，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活力，又能促进企业固定

资产的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发展，对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

增长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概述

在会计核算上，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分为两种——直

线法和加速折旧法。加速折旧法又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

和年数总和法，其特点在于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前期

折旧较多，越往后折旧越少。而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每

期折旧额较为均匀。从固定资产的整个周期来看，加速折

旧法和直线折旧法两者的折旧总额是完全相同的。但在

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计算的折旧额

可以在税前一次性抵扣或者加速扣除，使得企业当期可

以少缴纳所得税，相当于国家给企业购置固定资产提供

了一部分免息贷款。

除此之外，企业所得税法还规定了企业中符合规定

的研究开发费用允许税前加计扣除，如果配合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法的使用，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接下来，本文用以下公式来简单地说明两种折旧方

法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其中：uz为企业固定资产折旧产生的现金流量增加
额；u为企业所得税税率；r为资本成本率；n为资产计提折
旧的年限；第一年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额为D（1），第二年
为D（2），以此类推，第n年为D（n）。
根据上述公式，当企业所得税率 u以及资本成本率 r

为固定值时，在前期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额D（n）越大或
者折旧年限n越短，现金流量增加额uz就越大，带来的税
收优惠效应就越大。

在财税［2014］75号文件发布之前，企业所得税法中
计算固定资产折旧虽然允许选择使用加速折旧法，但是

有着严格的使用限制，所以基本上以直线法为主。财税

［2014］15号文件的发布，使得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法计提
固定资产折旧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所得税影响分析

（一）针对所有行业企业的研发设备加速折旧政策优

惠

根据财税［2014］75号文件的规定，对于所有行业企
业 2014年 1月 1日后新购进的专门用于研发的仪器、设
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
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

旧；单位价值超过 100万元的，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
速折旧的方法。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有关条例规定，企业由于技术进

步等原因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以及常年处于强震

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允许使用缩短折旧年限或者

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计提折旧。然而在实践中，如何认定

企业的固定资产属于该类固定资产，是非常困难的，企业

uz = u ×D(1)
(1 + r) + u ×D(2)

(1 + r)2
+……+ u×D(n)

（1 + 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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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真正获得此项税收优惠。而新政策规定只要该固定

资产是企业用于研发的资产并且单位价值超过 100万元
就允许加速折旧，不超过 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抵扣。通
常产品从研发到上市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加速折旧可

以减轻企业在当期的税务负担，将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

新的产品，而税款将等到相关研发成果形成了现金流入

后再交，该项优惠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科研水平。

（二）对单位价值不超过 5 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
次性税前扣除

根据财税［2014］75号文件的规定，对所有行业企业
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
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一次性扣除，

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根据财务部 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法字［1994］3号）第二十九条
的规定，纳税人的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超过一年的房

屋建筑物、机器、运输工具等与生产、经营有关的物品。纳

税人的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

2 000元以上的，并且使用年限超过两年的应当被认作为
固定资产。不能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物品则作为低值易

耗品进行核算，可以一次性或分期扣除，作为成本费用列

支。而根据（财税［2014］75号）文件规定，只要是不超过
5 000元的固定资产，不管是什么类型企业，不管该固定
资产是否与生产经营有关，都能执行税前扣除标准。也就

是说在会计核算上企业将其列入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在

税法上却可以按照低值易耗品的处理方法，一次性抵扣。

该项政策有利于企业加大当期税前列支成本费用的额

度，减轻了企业所得税的负担。

（三）对若干新兴产业的加速折旧政策优惠

根据财税［2014］75号文件的规定，对生物药品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

表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6个行业
的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可缩短折旧
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该项政策仅针对生物、计算机、运输设备等制造业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新兴行业。与上文中“研发设备加速折

旧政策”的区别在于，这条政策对于符合规定的新兴行

业，只要是固定资产都允许使用加速折旧法。这将使新兴

行业的企业获得很大的税收优惠，有利于企业加快收回

投资、更新固定资产设备，改善企业投资结构，进而起到

拉动经济快速升级的作用，提升我国先进制造产品的竞

争力。

（四）不同折旧方法的节税效果比较

根据财税［2014］75号文件的规定，企业通过缩短折
旧年限加速折旧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的折旧年限的 60%；采用加速
折旧法的，可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此

外，企业仍可以使用直线法进行固定资产折旧。这几种折

旧方法在实际使用中的区别并非仅限于折旧年限和每期

的折旧额不同，还在于各种折旧方法的税后现金流量增

加额的差异，所谓税后现金流量增加额即是折旧带来的

现金流量。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企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允许扣除成本费用以及折旧，这部分允许扣除的项目

因不必缴纳所得税而导致企业税后现金流量的增加。现

举例说明各种加速折旧法对企业税后现金流量增加额的

影响。

例 1：假定某企业在 2014年 1月 1日以后购入用于研
发的设备，该设备价值为100万元，使用年限为 5年，预计
无残值。该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资本成本率为10%。不
同折旧方法对税后现金流量增加额及税后现金流量增加

额现值的影响情况如表1、表2所示：

从表1、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折旧确认得越
早，所抵免的税款现值就越大，税收优惠效果就越好。一

次性抵扣带来的税收优惠效果是最好的，税后现金流量

回收速度较快，当期就能获得所有的税后现金，这对于急

需资金的企业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该处理方法仅限于

100万元以上的研究设备以及若干新兴行业才能使用。其
他折旧方法的效果依次是按60%缩短年限、双倍余额递减

时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直线法

年折
旧额

20

20

20

20

20

100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额

5

5

5

5

5

25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
现值

4.55

4.13

3.76

3.42

3.11

18.97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
旧额

40

24

14.4

10.8

10.8

100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额

10

6

3.6

2.7

2.7

25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
现值

9.09

4.96

2.70

1.84

1.68

20.27

年数总和法

年折
旧额

33.3

26.7

20

13.3

6.7

100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额

8.33

6.68

5

3.33

1.67

25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
现值

7.57

5.52

3.76

2.27

1.04

20.16

时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按60%缩短年限

年折
旧额

33.4

33.3

33.3

-

-

100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额

8.35

8.33

8.32

-

-

25

税后现金
流量增加
现值

7.59

6.88

6.25

-

-

20.72

一次性抵扣

年折
旧额

100

-

-

-

-

税后现
金流量
增加额

25

-

-

-

-

-

税后现金
流量增加
现值

22.73

-

-

-

-

22.73

表 1 不同折旧方法节税效果比较 单位：万元

表 2 不同折旧方法节税效果比较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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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年数总和法、直线法。

财税［2014］75号文件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规
定只影响了税收利润，并不影响会计利润，而税收利润是

在会计利润的基础上调整来的，这就意味着企业存在税

法和会计核算上的差异。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选择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既可以采用与税法一致的加

速折旧方法，也可以选择会计核算上采用直线折旧法，而

税法核算上采用加速折旧法。前者会减少企业当期的利

润，后者需要进行复杂的纳税调整。笔者认为上市公司采

用后者既能增加当期利润，又能获得税收收益，即使存在

较为复杂的纳税调整，对企业来说也好处更大。

三、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在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纳税筹划中的应用

（一）公司简介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西安航空）是由我

国大型航空发动机研制生产基地——中航工业西安航空

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以重大资产重组方式组建的上市

公司。公司产品服务包括：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烟气透

平动力装置、航天发动机及其零部件、风力发电机、太阳

能发动机及零部件等；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转包生产、“三

来一补”加工业务。

根据西安航空 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内容可知，
该企业主营业务为航空发动机及衍生品的制造、销售及

维修，且报告中披露的税收优惠批文提到，该公司自2009
年就获得了陕西省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定，主营业务收入

已超过总收入的 70%，可减按 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
税。另外，西安航空已符合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规定中对六

大新兴行业特别优惠所要求的条件，即自2014年1月1日
后西安航空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允许按规定年限的60%缩
短折旧年限进行固定资产折旧，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

加速折旧方法。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税务分析

根据西安航空披露的 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我们
可以了解到该公司相关项目的变动情况，具体见表 3、表
4、表5所示。
由表4可以得出，2014年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1 512 250 347.5元，同比增长 15.81%，营业成本也控制得
很好，比去年同期减少 1 358 231 036.1元，利润更是比去
年大幅增加，增幅高达 44.18%，税务筹划方面，今年年中
企业的所得税比去年下降了近 50%。利润表的数据很耀
眼，但是再看看现金量表却不是那么乐观了，我们可以看

到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减少了101.29%；
企业本期的应收账款是去年的近两倍，从而加重了经营

现金流量为负的状况，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

去年增加了 31.07%，其中用于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
占了大多数，比去年增加18.7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金额比去年增加了173.28%。
从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变动的幅度来看，企业进行

了大幅度的融资，应该是遇到了资金链的问题或者是需

要资金进行重大投资。

接下来，本文将针对企业 2014年上半年购进的固定
资产，研究企业应该如何进行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和调

整，以达到降低税费的目标。

根据税法上固定资产折旧的最低年限规定，该企业

的房屋及建筑物的折旧年限为 20年；机器设备为 10年；
运输工具为4年；办公设备为3年。根据表3中上半年固定
资产增加合计额，以及 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不同
折旧法下企业税负情况，结果见表6、表7、表8、表9。
根据分析可知，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的折旧额

是直线法计算的两倍之多，折算下来能减少近1 300万元
的所得税费用，使企业的所得税下降了25%。但在实际中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

合 计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

合 计

期初账面余额

4 285 858 319.27

9 753 113 325.41

155 813 167.93

542 527 649.24

14 737 312 461.85

本期减少

31 027 390.99

54 303 839.26

1 892 779.00

1 863 527.23

89 087 536.48

本期增加

558 164 617.40

1 330 534 922.09

15 319 889.71

37 452 366.49

1 941 471 795.69

期末账面余额

4 812 995 545.68

11 029 344 408.24

169 240 218.64

578 116 488.50

16 589 696 661.06

表 3 固定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元

表 4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所得税费用

净利润

本期金额

11 073 957 462.43

9 606 144 653.68

171 325 092.11

307 675 735.15

50 685 065.19

256 990 669.96

上年同期金额

9 561 707 114.93

8 247 883 617.61

26 147 392.99

213 395 207.01

97 177 639.41

116 217 567.60

科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购建固定资产
支付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本期数

-3 220 266 538.95

-435 980 394.49

867 609 849.88

4 784 815 597.81

上年同期数

-1 599 801 907.65

-632 487 559.84

730 775 772.05

1 750 870 511.54

变动比例（%）

-101.29

31.07

18.72

173.28

表 5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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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止所估算的25%，因为根据规定，单位价值不超过100
万元的研发设备可在当期全额抵扣。但由于无法获得企

业的具体固定资产数据，该处推算均是以固定资产单价

为100万元以上的基础进行计提。而办公设备按实际来推
算是符合规定中的单价不超过 5 000元的固定资产可当
期一次性抵扣的要求，这里也按照了原税法上计算的期

限来处理的。此外，计入研发设备的折旧是能够享受加计

扣除的，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将扩大加计扣除的基数。

（三）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建议

通过分析不同折旧方法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可以

看出双倍余额递减法带来的税收优惠是最大的。西安航

空属于高科技重型机械行业企业，其特点是生产线装备

的成套性，产品生命周期长，初期研发投入大、耗时长，这

使得企业对资金需求量较大。此外，西安航空正处于发展

阶段，且财报中披露了该企业今年6月份发行股份募资购
买资产。可见，该公司的现金流量难以满足其发展需要。

税收筹划是企业合理避税行为，有利于降低企业税负，减

轻企业资金压力。接下来，本文将针对不同折旧方法探讨

企业所得税税收筹划。

1. 对以前年度不超过 5 000元的固定资产进行纳税
调整。根据财税［2014］75号文件的规定，企业在2013年12
月31日前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 000元的固定资产，其
剩余价值部分，可以在2014年1月1日以后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一次性扣除。也是说，西安航空可以将以前年度未

折旧完的固定资产在今年或者以后年度一次性抵扣完，

进而减少当期的所得税负担。

2. 采购设备时根据使用性质分别核算获取税收优
惠。西安航空采购设备时，须将各种类型的设备分别核

算。企业不能只考虑属于六大行业的加速折旧，要巧妙利

用研发设备“不超过 100万元”和“单位价值不超过 5 000
元的固定资产”当期一次抵扣，将不超过 100万元的研发
设备和不超过 5000元的固定资产核算清楚，当期便可以
进行全额抵扣。

3. 会计与税法采取不同的核算方法。西安航空在会
计核算中仍采用直线法计提固定资产的折旧，在税法上

采用加速折旧法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这是因为西安航

空动刚上市没几年，且企业处于发展阶段，如果按照税法

规定进行会计核算，虽然不用做纳税调节，但是将增加企

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企业所得税，减少企业的税后利润，

进而会影响股价使公司招致损失。

如果税法要求采用加速折旧法，而企业采用直线折

旧法，到期末就要进行纳税调整，这就要求企业对财务人

员进行培训，学习如何建立复杂的台账以及和税务稽查

人员沟通。如果这几个环节出现错误，轻则加收滞纳金，

重则涉嫌偷税漏税，将被追究严重的法律责任。除此之

外，企业的财务人员还应加强对现行税法的理解，或者聘

请精通税法和企业会计准则的专家来协助企业处理此类

业务。

四、上市公司运用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建议

（一）利用加速折旧政策应注意涉税风险

涉税风险，即企业的涉税行为中未能遵守有关的税

法规定，从而导致企业利益损失的风险。从前文的分析可

以看出，加速折旧政策的确能为企业带来不少的税收优

惠，但是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因此使用加速折旧法的企

业必须要加强税务管理，减少涉税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在2014年11月发布了《关于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财税［2014］64号），
对财税［2014］75号文进行解释补充，对使用加速折旧新
政采取了事后备案的管理方式。为了能够及时准确了解

企业享受此项优惠政策的实际情况，企业在预缴申报时

需报送《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扣除）预缴情况统计表》，但

属于六大特别优惠的行业不再需要事前认定。根据财税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

合 计

当年增加额

558 164 617.40

1 330 534 922.09

15 319 889.71

37 452 366.49

1 941 471 795.69

折旧年限

20

10

4

3

折旧额

53 158 534.99

241 915 440.38

6 127 955.88

18 726 183.25

税后现金流量

7 973 780.25

36 287 316.06

919 193.38

2 808 927.49

47 989 217.18

表 8 年数总和法下税负分析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

合 计

当年增加额

558 164 617.40

1 330 534 922.09

15 319 889.71

37 452 366.49

1 941 471 795.69

折旧年限

12

6

2.4

1.8

折旧额

46 513 718.12

221 755 820.35

6 383 287.38

20 806 870.27

税后现金流量

6 977 057.72

33 263 373.05

957 493.11

3 121 030.54

44 318 954.42

表 9 年限60%加速折旧法下税负分析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

合 计

当年增加额

558 164 617.40

1 330 534 922.09

15 319 889.71

37 452 366.49

1 941 471 795.69

折旧年限

20

10

4

3

折旧额

55 816 461.74

266 106 984.42

7 659 944.86

24 968 244.33

税后现金流量

8 372 469.26

39 916 047.66

1 148 991.73

3 745 236.65

53 182 745.30

表 7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税负分析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办公设备

合 计

当年增加额

558 164 617.40

1 330 534 922.09

15 319 889.71

37 452 366.49

1 941 471 795.69

折旧年限

20

10

4

3

折旧额

27 908 230.87

133 053 492.21

3 829 972.43

12 484 122.16

税后现金流量

4 186 234.63

19 958 023.83

574 495.86

1 872 618.32

26 591 372.64

表 6 直线法下税负分析 金额单位：元

金额单位：元

金额单位：元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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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6号文件的规定，企业应将购进固定资产的发票、
记账凭证等有关凭证、凭据和其他资料留存备查，并建立

台账，准确核算税法与会计差异情况。尤其是对六大行业

年终汇算清缴时，税务机关将对企业全年主营业务收入

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进行重点审核，如果未超过 50%，
则企业需要补交预申报环节已享受的所得税额。

（二）处于弥补亏损期和税收减免期的企业不适合运

用加速折旧政策

根据现行税法规定，企业某一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

可以在以后的年度以税前利润抵扣，但是年限不能超过5
年。这就意味着，出现亏损的企业在使用加速折旧法时必

须在 5年内将亏损弥补完，如果超过 5年亏损未弥补完，
则反而会造成税收负面效应。这是因为加速折旧法下前

期折旧大使得利润低，后期折旧少利润高，但是超过 5年
的弥补亏损期限，将会使企业丧失前期极大的税收优惠，

到了后期折旧少不但不会使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反而会

加重以后年度的所得税负担。

对于处于减税期的企业，需对减税期限和固定资产

折旧期限进行对比。一般来说，当固定资产折旧期限超过

减税期间，企业使用加速折旧法获取的税收收益较少甚

至会遭受损失。因为企业使用加速折旧法，前期利润较少

因而应纳所得税额也少，但是此时企业却能以低税率去

缴纳所得税，所以减税的效果就较差。而到了后期超出了

减税期的时候，企业此时不能以低税率缴纳所得税，加之

此时的折旧额很少因而应纳所得税额变大，最终极有可

能未能获取税收收益反而加重了负担。

此外享受“三免三减半”、“三免两减半”等减征或免

征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企业，使用加速折旧法带来的

税收损失比处于弥补亏损期使用加速折旧法还大。造成

税收损失的原因，正是加速折旧法的特点，前期纳税少后

期纳税多，下面举例说明：

例 2：假定某企业符合“三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
在2014年1月1日以后购入用于研发的设备，该研发设备
价值为100万元，设备的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无残值，企
业当期所得税税率为 25%。企业每年的收入均为 300万
元，除固定资产折旧外可税前抵扣的金额为 175万元，那
么，不同折旧法下效果对比情况见表10。
可见，企业在处于税收优惠期内使用加速折旧法，虽

增加了前三个纳税年度的抵扣额从而使利润下降，但是

企业属于免税期间，不用缴纳所得税，所以这部分折旧就

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因此企业总体的税负并没有减轻

反而加重了。此外，按 60%缩短折旧年限和一次性抵扣的
情况更为严重，直接丧失了抵扣税额的机会。

（三）使用加速折旧法还需考虑外部经济因素

企业在使用加速折旧法之前除了权衡企业内部因素

外，还必须考虑外部经济因素，例如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

率等。这些外部因素是建立在企业财务管理者的预期之

上的，例如，我国税法中规定的固定资产的折旧抵扣，是

依据固定资产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的，当企业购入固定资

产时对通货膨胀率有上升的预期，那么企业就应该使用

加速折旧法，以此获得更多的现金流量，从而在通货膨胀

率上涨前收回投资；如果企业对通货膨胀率有下降的预

期，就应该使用平均年限法，这样企业在后期的折旧额较

多，企业抵扣额多，从而增加企业税后利润，而且此时货

币价值较高。

同样，企业在使用加速折旧法之前要考虑融资成本，

且对融资成本的变化要有合理的预期。当现行的融资成

本较高，而企业对未来的融资成本有下降的预期时，企业

应使用加速折旧法从而少缴纳所得税，到了后期虽然多

缴纳所得税，但是此时融资成本已经下降。由此看出，合

理使用加速折旧法是可以降低融资成本的。更深一步说，

如果企业的预算管理做得较好，能准确推算出连续几个

期间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并配合使用适当的加速折旧方

法，融资成本还有更大的降低空间。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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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0.

沈肇章.税收筹划应正确运用加速折旧［J］.暨南学报，
2011（5）.
衣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方法的纳税筹划［J］.交通财

会，2009（4）.
曾松.不同折旧方法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J］.审计月

刊，2006（15）.
盖地.税务会计与税务筹划（第08版）［M］.大连：东北

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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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税［2014］64号，2014-11-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西部

和边疆项目）（批准号：13XXW002）

时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合计

直线法

年折
旧额

20

20

20

20

20

100

未计折
旧前应
纳税所
得额

125

125

125

125

125

应纳
所得
税额

0

0

0

13.13

13.13

26.26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
旧额

40

24

14.4

10.8

10.8

100

未计折
旧前应
纳税所
得额

125

125

125

125

125

应纳
所得
税额

0

0

0

14.28

14.28

28.56

年数总和法

年折
旧额

33.3

26.7

20

13.3

6.7

100

未计折
旧前应
纳税所
得额

125

125

125

125

125

应纳
所得
税额

0

0

0

13.97

14.79

28.76

表 10 “三免三减半”企业不同折旧方法下节税效果比较
单位：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