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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税前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在
收人上的差异分析

徐家雨

(西昌市财政局
,

四川 西昌 6 15 0 0 )

【摘 要】近年
,

随着企业会计制度和收入
、

投资
、

建造合同
、

债务重组
、

非货币交易等会计准则对收入要

素的确认与计量发生了一些变化
,

使得按企业制度与会计准则确认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企业所得税法规确

认的应纳税所得额产生了新的差异
,

这些差异以永久性差异居多
,

目前
,

大多数企业在纳税申报时仅重视对

扣除项 目的调整
,

而对收入项 目的调整重视不够
,

对这些差异的了解和正确处理
,

非常有利于企业的会计核

算和企业所得税的征收管理
。

【关键词】税前会计利润 ;应纳税所得额 ; 收入 ;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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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不论是按会计制度 (及会计准则 )规定
,

还是按

企业所得税制度规定
,

在收人的基本内容均包括
:

生产经营收人
、

财产转让收人
、

利息收人
、

租赁收

人
、

特许权使用费收人
、

股息收人和其他收人
。

虽然上述基本收人内容的确认与会计制度的

规定基本一致
,

但在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过程中
,

还

有一些特殊形式的收益流人
,

按照所得税收人确认

原则
,

也应作为企业的收人或应纳税所得额
,

税法

与企业会计制度确认收人 的差异 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
:

品
,

同时收讫价款或取得索取价款的凭证
。

通常不考

虑继续管理权的问题
,

这属于企业内部管理范畴
。

计

税收人通常确认为
“

有偿
”

或
“

视同有偿
” 。

从组织财

政收人
、

公平税负等的角度出发
,

侧重于收人的实

现
,

不考虑收人的风险问题
。

因为这属于企业经营风

险
,

由企业的税后利润来补偿
,

国家不享有企业的所

有利润
,

因此也不承担企业经营风险
。

二
、

提供劳务收入

一
、

正常销售商品收入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

商品销售收人需同时满足

下列四个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
,

即 :
企业已将商品

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 对商品

没有保留与商品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和实

施继续控制 ; 与交易有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人企

业 ; 相关的收人与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

从实质重于

形式原则和谨慎性原则出发
,

侧重于收入实质性的

实现
。

在税法上
,

企业收入确认的基本条件是经济交

易
“

形式
”

上完成
,

是否取得交换价值
,

强调发出商

企业会计制度对提供劳务收人的确认
,

分是否

跨年度分别进行处理
:

1
、

对不跨年度收入确认按完成合同法
,

既在完

成劳务时按合同
、

发票金额确认收入

2
、

跨年度的收入确认

在资产负债表日
,

劳务结果可以可靠计量
,

应采

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劳务收人 ; 劳务结果不能可靠

计量
,

分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全部得到补偿
、

部分得到补偿和全部不能得到补偿三种情况处理
。

在税法上
,

对不跨年度的收人确认与会计一

致
。

跨年度的收人不承认谨慎性原则
,

按完工的进度

和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人
。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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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视同销售

视同销售是指企业或纳税人在会计上不作为销

售核算
,

而在税收上要作为销售确认收人计缴税金

的商品或劳务的转移行为
。

按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规定
,

企业将自己

的商品
、

产品用于基建
、

在建工程
、

管理部门
、

非生产

机构
、

样品
、

职工福利
、

奖励
、

捐赠
、

赞助
、

集资
、

广告
、

转作经营性资产
、

投资
、

抵偿债务
、

换取其他的非货

币性资产等方面时
,

除对增值税的处理与税法接轨

外
,

不作销售处理
,

而按成本转账
。

按税法规定
,

企业将自己的商品
、

产品用于基

建
、

在建工程
、

管理部门
、

非生产机构
、

样品
、

职工福

利
、

奖励
、

捐赠
、

赞助
、

集资
、

广告
、

转作经营性资产
、

投资
、

抵偿债务
、

换取其他的非货币性资产等方面

时
,

应视同对外销售作收人处理
,

并据以计算交纳各

种税费
。

四
、

特殊收入 (或所得 )的确定

1
、

售后 回购

售后回购是指销货方在售出商品后
,

在一定期

间内
,

按照合同的有关规定又将其售出的商品购买

回来的一种交易方式
。

按企业会计制度不确认收

人
,

按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

视同融资作账务处理
,

即
:

在出售环节
,

售价与成本之差作为
“

待转库存商品差

价
”

处理
,

而回购价与售价之差以计提财务费用的方

式处理
。

在税法上不承认融资
,

而视为销售产品和购人

产品两项经济业务处理
。

2
、

债务重组应税收益

企业会计制度对债务重组
,

无论是债权人还是

债务人
,

均不确认债务重组收益
。

( l) 债务人以低于应付债务的现金资产偿还债

务
,

支付的现金低于应付债务账面价值的差额
,

计人

资本公积
。

( 2 )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的
,

用以抵偿

债务的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之和小于

应付债务账面价值的差额
,

作为资本公积
。

( 3) 以债务转为资本的
,

债务人应将重组债务的

账面价值与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股权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
,

确认为资本公积
。

(4 )以修改其他债务条件进行债务重组的
,

如果

重组应付债务的账面价值大于未来应付金额
,

减记

的金额作为资本公积 ;债务人涉及或有支出的
,

结清

债务时或有支出如未发生应将其作资本公积
。

在税法上
,

对债务人因债务重组形成的资本公

积
,

应调整确认当期应纳税所得 ;对债权人发生的债

务重组损失
,

待符合坏帐确认的条件时
,

报主管税务

机关批准后可以税前扣除
。

当以非货币性资产抵偿

债务时
,

应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
,

再以

与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

济业务处理
,

并确认债务重组的应纳税所得
。

3
、

非货币性交易应税收益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按不同情况确认换人资产的

入账价值
,

但不确认收人
。

在税法上
,

对交易双方均要作视同销售处理
,

并

按照公允价 (计税价 ) 与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的差

额
,

确认当期所得
。

对于收到补价的一方
,

对换出资产以确认了计

税收入和与补价相对应的应纳税所得额的
,

对会计

上确认的补价收益不再重复计人应纳税所得额
,

否

则就会重复计算收益
。

4
、

在建工程试运行收入

企业会计制度对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前的净支出
,

计人工程成本
。

能够对外销售的产品
,

其

发生的成本
,

计人在建工程成本
,

销售或转为库存商

品时
,

按实际销售收人或预计售价冲减工程成本
。

在税法上
,

在建工程试运行收人并人总收人予

以征税
,

而不能直接冲减成本
,

应将收人扣除净支出

后 的差额
,

确认当期所得
。

5
、

无法支付的款项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对纳税人因债权人死亡
、

失

踪
、

注销
、

改组等原因豁免的债务以及确实无法支付

的款项
,

应转作
“

资本公积一其他资本公积
”

核算
。

在税法上
,

纳税人因债权人死亡
、

失踪
、

注销
、

改

组等原因豁免的债务
,

确实无法支付的款项应作为

企业的其他收人
,

并人企业的收入总额征税
。

申报所

得税时
,

须将计人
“

资本公积
”

的金额作调增所得额

处理
。

6
、

关于企业捐赠

( l) 接受捐赠的收人

企业会计制度对企业接受的现金捐赠转人
“

资

本公积一接受现金捐赠
” ,

接受非现金资产时
,

转入
“

资本公积一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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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税法上
,

企业接受捐赠的货币性资产
,

须并人

当期的应纳税所得
,

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

即接

受捐赠的货币资产
,

应一次性计人企业当年度收益
,

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

企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
,

须按接受捐赠

时资产的人帐价值确认捐赠收人
,

并人当期应纳税

所得
,

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

企业取得的捐赠

收人金额较大
,

并人一个纳税年度缴税确有困难的
,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
,

可以在不超过 5 年的期

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

即接受捐赠的

非货币性资产
,

符合相关条件的可在不超过 5 年的

期限内平均计人企业应纳税所得额
。

企业接受捐赠的存货
、

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投

资等
,

在经营中使用或将来销售处置时
,

可按税法规

定结转存货销售成本
、

投资转让成本或扣除固定资

产折旧
、

无形资产摊销额
。

( 2 )对外捐赠

企业将自产
、

委托加工和外购的原材料
、

固定资

产
、

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 (商业企业包括外购商品 )

用于捐赠
,

应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视同对外销售和捐

赠两项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
。

企业对外捐赠
,

除符

合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外
,

一律不

得在税前扣除
。

7
、

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发生的评估增值

企业会计制度对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换人投资

(短期投资或长期股权投资 )
,

应以换出非货币性资

产的账面价值
,

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

作为换人投

资的人账价值
。

如果涉及补价
,

支付补价的
,

应加上

补价作为换人投资的人账价值
,

收到补价的
,

应扣除

补价作为换人投资的人账价值
。

会计上不考虑对外

投资时非货币性资产评估增值问题
。

在税法上
,

对投资交易发生时
,

将其分解为按公

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

处理
,

应将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 (或评估价 )超

过非货币性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当期所得
。

如

果该项所得数额较大
,

符合相关条件的
,

可分五年计

人所得
。

8
、

补贴收入

企业取得国家财政性补贴和其他补贴收人
,

除

国务院
、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不计人损益的

外
,

应一律并人实际收到该补贴收人年度的应纳税

所得额
。

9
、

逾期包装物押金收入

企业取得 的包装物押金
,

凡逾期未返还买方的
,

应确认为收入
,

依法征收企业所得税
。 “

逾期未返还
”

指在买卖双方合同或书面约定的收回包装物返还押

金的期限内
,

不返还的押金
。

考虑到包装物属于流动

性较强的存货资产
,

为了加强应税收人的管理
,

企业

收取的包装物押金
,

从收取之 日起计算
,

已超过一年

( 12 个月 )仍未返还的
,

原则上要确认为期满之日所

属年度的收人
。

但企业会计制度规定
,

逾期包装物押金收人不

作为当期损益处理
。

10
、

对外投资分回利润
、

股息
、

红利

按企业会计制度和投资准则规定
,

企业对外投

资有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之分
,

长期股权投资取得

的利润
、

股息
、

红利因核算方法上有成本法与权益法

之分而在确认损益上有所区别
。

( l) 企业对外短期投资在持有期间获得的现金

股利或利息
,

初取得时已计人应收项 目的现金股利

或利息外
,

其他应以实际收到时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的收回
,

冲减短期投资账面价值
,

不确认投资收益
,

但按税法规定
,

除企业购买国债的利息所得外
,

应并

人应纳税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
。

( 2) 按投资准则规定
,

成本法核算下的长期股权

投资
,

如果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

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大于投资企业该年度应享有

的投资收益的部分
,

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
,

而且在投

资年度以后
,

会计上也不是以实际分回的利润或现

金股利
。

但按税法规定
,

企业应以实际分回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确认纳税所得
。

( 3) 按投资准则规定
,

权益法核算下的长期股权

投资
,

企业对外投资从被投资方分回的股息收人
,

如

投资方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高于被投资企业适用的企

业所得税税率的
,

除国家税法规定享受定期减税
、

免

税优惠政策以外
,

其取得的投资所得应还原补缴企

业所得税
。

投资方从联营企业分回的利润及股息
、

红利收

人
,

由于地区间所得税适用税率存在差异的应按税

率差补税
。

计算公式为
:

应补缴所得税额
二
投资方分回的利润额 / ( 1 -

联营企业所得税税率 )
x

(投资方适用税率
一
联营企

业所得税税率 )

1 1
、

纳税人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或权益确认的

收入

企业在资产置换或转让过程中取得的非货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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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或权益
,

应当参照取得时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 或估定其收人额
。

参考文献
:

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
、

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所得税法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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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n t e印 ir s a e e o u n t i n g s y s t e m a n d t h e a e e o u n t i n g ur l e s o f e a nr i n g
,

i n v e s tm e n t
, e o n s tur e t i o n e o n t ar e t

,

d e b t er e o m b i
-

n a t io n a n d n o n 一 m o n e ta yr e x e h a n ge
, s o m e i n e o m e d iffe er n e e b e t

ww
e e n th e p r e 一 ta x a e e o u n t i n g p r

iof t a e e o dr i n g to

th e e n t e
rP ir s e s y s t e m a n d a e e o u n t i n g ur l e s , a n d p o s t 一 t a x i n e o m e a e e o r d i n g t o e n t e甲ir s e i n e o m e t a x law

, e o m e i n t o

b e i n g
.

M o s t o f t h e d iffe er n e e a r e p e
mr

a n e n t
.

N o w a d叮s ,

m a n y e n t e印 ir s e s fo e u s o n th e a
dj

u s t m e n t o f
·

d e d u e te d

i te m s ,

b u t p a y l i t t l e a t t e n t i o n t o t h e a
dj

u s tm e n t o f i n e o m e i t e m s
.

T h e er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P or p e r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t h e

d iffe er n e e a r e b e n e if t t o th e e n t e
rp ir s e a e e o u n t i n g

, a n d e o ll e e ti o n a n d e o l l l e e t i o n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o f i n e o m e tax
.

K e y w o r d s : P er 一 t a x a e e o u n ti n g p or if t ; P o s t 一 t a x i n e o m e ; I n e o m e d iffe er n e e

合月 、 七布、 出写 、出匀堵万、 岔布吧写二、 出布、 巴刁心月 、多补七 g 亡偏吧军军色写六七刁色石六七布
、岔写吧多补念习老多补七石入七写

、 出月吧匕书亡几吧鉴刁七闷吧歹补七匀念习泛络公巴篇
、 出布、 多屯吧匕二吧多书之声小七汽汉当布、 七布汉 , 完义华补忿刁亡婉吧匕刁七石汉写令出百卜出匀吧芬卜巴月

、 出匀吧多补色声认当写吧芬扒七写吧多补七气尺罗令匕分

(上接 10 9 页 )

A B r i e f D i s c u s s i o n A c c o u n at n t A g e n c i e s A l l o c a it o n M e ch a n i s m

M E N G h 一 X i n

乙肠写 aD A e e o u n at n r A弓℃n

c,se
,

SI’ hC
u a n 石I刃00)

Ab s t ra e t : A t p r e s e n t
, a l o t o f in te ir o r e o n tr a d i e t io n s e m e r g e i n a l l t h e a e e o u n t a n t a g e n e i e s i n o u r e o u n t叮

, a n d

th e y al l fu e u s o n th e d i s tir b u t io n s y s t e m
.

T h i s e s s a y a n a l y s e s th e e u

err
n t s i t u a ti o n i n t h e a g e n e ie s 5 0 th a t a b e tt e r

a l l e a t io n m e e h a n i s m e a n b e s e t u p
.

I t a l s o s t a t e s a g o o d d is t ir b u ti o n m o d e l一 i n t e er s t s h a ir n g s y s te m
.

K e y w o r d s : A l l o e a t i o n m e e h a n i s m ; S h a ir n g ; I n t e er s t s y s t e 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