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六章 所得税 

△本章简介 

△考情分析 

△考试题型、分值、考点分布 

△知识点讲解 

●考情分析 

2016 年本章 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本章在 考试中既可以客观题形式出现，也可以

题形式出现；本章既可以单独出题，也可以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前期差错更正等结合出

题。 

从 考试情况来看，本章重点内容是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暂时性差异、应交所得税、递 

延所得税费用等的核算。 

最近三年本章考试题型、分值、考点分布 

注：2014 年本章涉及考点为综合题，在第 19 章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中列示 

知识点一：所得税 的核算程序及相关概念（★★） 

【 考题涉及本知识点情况】 考题经常会涉及本知识点，主要为客观题，是以后各个知

识点的基础。 

采用资产负债表 法核算所得税的情况下，企业一般应于每一资产负债表日进行所得税的核

算。核算过程： 

（一）确定产生暂时性差异的项目，比如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二）确定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及计税基础； 

（三）计算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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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确认；暂时性差异的分析；递延所得税、所得税费

用及应交所得税的确认与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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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期末余额 

2.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期末余额 

（四）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 

1. “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的期末余额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期末余额×未来转回时的税率 

2.“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的期末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期末余额×未来转回时的税率 

（五）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的发生额 

1.“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发生额=本期末余额-上期末余额 

2. “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发生额=本期末余额-上期末余额 

（六）计算所得税费用 

知识点二：资产、负债计税基础（★★★） 

【 考题涉及本知识点情况】 

本知识点既可以出客观题，也可以出综合题。考点是计算资产或负债的计税基础、计算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余额或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递延所得

税费用、所得税费用，且本知识点是以后知识点的基础。 

（一）资产的计税基础 

通常情况下，资产在取得时其入账价值与计税基础是相同的，后续计量过程中因 准则规定

与税 定不同，可能造成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1.固定资产 

以各种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初始确认时入账价值基本上是被税法认可的，即取得时其入账价

值一般等于计税基础。 

固定资产在持有期间进行后续计量时， 与 处理的差异主要来自于折旧方法、折旧年限

的不同以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 

（1）折旧方法、折旧年限不同产生的差异 

企业 准则规定，企业可以根据固定资产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折旧方法，如可 

 

 



 

 

以按照直 计提折旧，也可以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计提折旧。税法一般会规定固 

定资产的折旧方法，除某些按照规定可以加速折旧的情况外（例如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

快的），基本上可以税前扣除的是按照直 计提的折旧。 

另外，税法还会规定每一类固定资产的最低折旧年限，而 处理是按照企业 准则规定，

折旧年限是由企业按照固定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估计确定的。因折旧年限的不同，

也会产生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 

（2）因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产生的差异。 

持有固定资产的期间内，在对固定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以后，因所计提的减值准备不允许税前

扣除，其账面价值下降，但计税基础不会随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而发生变化。因此，计提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也会产生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 

【例·计算分析题】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各年税前利润为 10000 万元。2014 年 6 

月 30 日以 1000 万元购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一项固定资产，甲公司在 核算时估计其使用 

为 5 年。按照适用税 定，按照 10 年计算确定可税前扣除的折旧额。假定 与税法均按年

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净残值均为零。所得税 核算如下： 

①2014 年末： 

资产账面价值=1 000-1000/5×6/12=900（万元） 

资产计税基础=1 000-1 000/10×6/12=950（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950-900=50（万元）【在未来期间会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2014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50×25%=12.5（万元） 

2014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额=12.5-0=12.5（万元） 

2014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12.5（万元） 

2014 年应交所得税=（10 000+ 折旧 1 000/5×6/12-税法折旧 1 000/10×6/12）× 

25%=2512.5（万元） 

2014 年末确认所得税费用=2 

借：所得税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2.5-12.5=2500（万元） 

2 500 

12.5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②2015 年末： 

2 512.5 

资产账面价值=1 000-1 000/5×1.5=700（万元） 

资产计税基础=1 000-1 000/10×1.5=850（万元）

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850-700=150（万元） 

2015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150×25%=37.5（万元） 

2015 年末“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额=37.5-12.5=25（万元） 

2015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25（万元） 

2015 年应交所得税=（10 000+ 折旧 1 000/5-税法折旧 1 000/10）×25%=2 525（万元） 

2015 年末确认所得税费用=2 525-25=2 500（万元） 

【例·计算分析题】A 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2014 年 3 月 31 日取得的某项固定资 

产，成本为 5000 万元，使用年限为 10 年，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净残值为零。2015 年 

12 月 31 日，估计该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3500 万元。税 定，使用年限 10 年，该固定资

产应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净残值为零。各年 A 公司实现的利润总额为 10000 万元。所得

税 处理如下： 

①2014 年末： 

资产账面价值=5 000-5 000/10×9/12=5 000-375=4 625（万元） 

资产计税基础=5 000-5 000×2/10×9/12=5 000-750=4 250（万元）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4625-4250=375（万元）【将于未来期间计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2014 年末“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375×25%=93.75（万元） 

 

 



 

 

2014 年末“递延所得税负债”发生额=93.75（万元） 

2014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 93.75 万元 

②2015 年末：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前的账面价值 5 000-375-5 000/10=4125（万 

元），该账面价值大于其可收回金额 3 500 万元，两者之间的差额应计提 625 万元的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资产账面价值=5 000-375-5 000/10-625=3 500（万元） 

资产计税基础=5 000-750-（5 000×2/10×3/12 ×2/10×9/12）=3 400（万元） 

累计应纳税暂时性差异=100（万元） 

2015 年末“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100×25%=25（万元） 

2015 年末“递延所得税负债”发生额=25-93.75=-68.75（万元） 

2015 年末确认递延所得 益 68.75 万元 

2015 年末应交所得税=（10 000+ 折旧 5 000/10+减值准备 625-税法折旧 850）×25%=2 

568.75（万元） 

2015 年末确认所得税费用=2 568.75-68.75=2 500（万元） 

2.无形资产 

除 研究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以外，取得的无形资产，初始确认时其入账价值与税 定的

成本之间一般不存在差异。 

（1） 研究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对于 研究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 准则规定有关 研究开发活动区分两个阶段，研究

阶段的支出应当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符合资本化条件以后至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的支出

应当资本化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 

税法中规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

期损益的，在按照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计算每期摊销额。如该无形资产的确认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 ，同时

在确认时既不影响 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则按照所得税准则的规定，不确认有关暂时性

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例·计算分析题】甲公司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自行研究开发一项新专利技术。适用的所得 

税税率为 25%。甲公司 2014 年与 2015 年实现利润总额均为 10 000 万元。税 定，研究开发支

出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

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 

（1）2014 年度研发支出为 1 500 万元，其中费用化的支出为 500 万元，资本化支出 1 000 万 

元。至 2014 年末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得税 处理如下： 

2014 年年末： 

研发支出账面价值=1 000（万元） 

研发支出计税基础=1 000×150%=1 500（万元）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500（万元） 

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研发过程中资本化研发支出在 与税法上的差异，既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额也不影响 利润，故不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2014 年末应交所得税=（10 000-500×50%）×25%=2 437.5（万元） 

（2）2015 年发生资本化支出 1 400 万元，2015 年 7 月 1 日该项专利技术获得成功并取得专利 

权。甲公司预计该项专利权的使用年限为 10 年，采用直 进行摊销，均与税 定相同。所得

税 处理如下： 

2015 年年末：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2 400-2 400/10×6/12=2 400-120=2 280（万元） 

无形资产计税基础=2 400×150%-2 400×150%/10×6/12=2 280×150%=3 420（万元） 

累计可抵扣暂时性差异=3 420-2 280=11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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