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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论文摘要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一系列《企业会计准则》，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执行。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规定所

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只能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我国广大

会计人员来说，几乎是一种全新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如何准确理解并顺利实

施已是迫在眉睫。本文立足国内外所得税会计的理论和实践，尝试通过对资产负

债表债务法的内容、重点和难点、核算程序、存在的问题等进行分析探讨，为我

国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实务操作提供借鉴意义。 

文章将国内外研究和发展成果进行整理归纳，通过分析所得税会计理论，并

对几种不同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进行比较，得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目前世界

上最先进的所得税处理方法；接着，解析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内容，特别对其重

点难点部分—暂时性差异进行深入分析；然后，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案例，说明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核算过程和信息披露；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分析我国所得税

会计采取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必然性、可能存在的问题，对完善我国所得税会计

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暂时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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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On February 15, 2006,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ssued the series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it began to be executed within the scoped of 

listed companies starting from January 1, 2007. It is stipulated in the regulation of No. 

18 Accounting Standard for Business Enterprises – Income Tax among the standards 

that only the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can be adopted as the treatment method 

for income tax accounting. However, the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is almost a 

completely new processing method for accounting of income taxes to most of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of our country. It has been imminent as to how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smoothly implement the approach.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income tax accounting, with a view to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tents,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 points, business 

accounting procedure, and existing issues, etc, to provide the income tax accounting 

of our country with a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standard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re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several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for a income tax accounting through analysis of theories for 

income tax accounting, to educe the result that the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is 

the most advanced processing method for income tax currently in the world. 

Following eduction, the contents of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are analyzed, 

especially with a penetrating analysis made on the temporary difference – the key part 

of the difficulty. The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case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the inevitability and the possible existing issues with application of the 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 by the income tax accounting of our country are discussed and some 

recommendations on improvement of the income tax accounting for our country are 

brought forward.   

Keywords: Income Tax Accounting，Balance Sheet Liability Approach，Temporary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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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言 

一、选题背景 

所得税会计是财务会计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各国法律体制和会计体制的不

同，导致各国所得税会计模式也不尽相同。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的加剧，

会计国际化已列入世界各国会计改革的议事日程。已经采用、有意采用或有意与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的国家占大部分，其中，欧盟已要求其上市公司自 2005

年起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澳大利亚及香港也要求自 2005 年起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新西兰要求其所有上市公司自 2007 年起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美

国也积极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开展准则的趋同化合作，旨在最终制定

一套具有高质量的全球会计准则，并已取得一定进展。在这种形式下，各国会计

包括所得税会计的发展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研究所得税会计也成为了世界性的

热点课题。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所得税会计在不同的国家，其发展是不均衡的。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会计是以向投资者提供有利于决策的信息为首要任务，而不

简单地服务于税法目标。如美国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作为出发点，要求会计遵循

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进行会计处理，而不依赖所得税法，允许会计制度与税法各自

独立发展，由此也使得美国所得税会计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然而，大部分发

展中国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更偏向会计以服务于政府为目标，会计制度服

从于税法的规定，使得所得税会计发展缓慢。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所得税准则的规定不尽相同，最具代表性、最先进的

是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二者虽然存在细微的差别，但大体一致。1944

年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颁布了会计研究公报第 23 号（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首次明确了所得税费用性质，并提出了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的概念。之后，

所得税会计先后经历了从“部分摊配观”向“全面摊配观”、“递延法”向“负债

法”的转变，所得税会计得到迅猛地发展。 

相对于国际发达国家，中国所得税会计的研究起始较晚，所得税会计理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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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善。1994 年财政部颁布《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第一次系统、

全面地对企业所得税会计问题进行了规范。2000 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

制度》，明确规定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可采用应付税款法或纳税影响会计法（包

括递延法和收益表债务法）。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 18 号—所得税》，完全改变了原先的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首次提出所得税

会计处理方法只能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实现了所得税会计处理的重大突破，

与国际会计惯例已实现了“实质性趋同”[1]。然而，由于我国所得税会计基础

薄弱，摆在我国广大企业会计人员面前业务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真正、准

确地理解和操作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提供真实相关的所得税会计信息。目前，大

量会计人员普遍反映对原纳税影响会计法缺乏实际经验；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更

是一种全新的所得税处理方法，既要求会计人员精通会计准则，又要精通税法，

而且增加了大量的职业判断与信息披露工作，对企业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更

高的要求。因此研究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对完善我国所得税会计理论

和实践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国内外所得税会计研究状况的文献综述 

所得税会计诞生于西方的会计学领域，经过长期研究和实践已发展得较为成

熟。但由于会计环境等因素不同，各国所得税会计的发展程度和研究状况也不尽

相同。 

（一）美国对所得税会计的研究状况 

当前在所得税会计领域中，美国居于领先地位，其所得税会计理论和实务的

发展对世界各国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与修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所得

税会计的产生和发展以“公认会计原则”(GAAP)中的三个同名代表性文告—即

“所得税会计处理（Accounting for Income Taxes）”：ARB No.23、APB Opinion 

No.11、FAS No.109 为标志,分为以下三个阶段[2]: 

1、ARB No.23—“部分摊配观”下的多种方法并存时代 

美国真正意义上企业所得税的开征，源于 1909 年通过的“公司税法”，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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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5 日生效的“第 16 项宪法修正案”，赋予国会对个人和公司收益课税的

广泛权力，该“修正案”的影响亦波及会计职业界，所得税会计应运而生。 

1914 年，有学者撰文指出，确认税收的时间会导致“递延借项—预付的成

本或预提的应付账项”，尽管当时尚未提出“时间性差异”这一概念，但这一会

计现象已开始引起会计研究者的关注。 

1944 年 12 月，美国会计程序委员会（CAP）颁布了会计研究公报第 23 号（ARB 

No.23）《所得税会计处理（Accounting for Income Taxes）》[3]，该公告是第

一个建议对实际发生的应付所得税进行分摊的权威性会计公告，它首次明确了所

得税的费用性质，但并未解释理由，并提出了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的概念，

规定对“不重复出现的时间性差异”予以跨期摊配，时间性差异部分摊配的结果

记录在“递延费用”和“备抵账户”中，其方法允许在“债务法”和“纳税净额

法”之间选择。 

1953年 6月发布的会计研究公告第 43号“会计研究公报的重新表述和修订”

（ARBs43），在重述 ARB No.23 的同时，着重强调通过确认两种不同的所得税数

额（一种是在财务报表上反映的所得税费用数额，另一种是用于纳税目的的应付

所得税数额），来加强财务报表对报表使用者的有用性。“决策有用性”的观点在

所得税会计方面亦得到印证[4]。1954 年 10 月，CAP 发布的第 44 号“余额递减

折旧”（ARBs44）中，除了继续推荐“部分摊配观”外，对不同折旧方法引起的

计税差异造成的“递延所得税”，要求只有重大的和在未做特殊规定的有限期限

内，才予以确认。 

尽管美国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制订机构及 SEC 发布了一系列文告，但实务中跨

期摊配的方法却远未统一。1966 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所属的“会

计研究部（ARD）”，发表了《公司所得税的中期摊配》（ARS No.9），指出税前会

计收益和应税收益间所有重大的时间性差异，包括那些具有重复出现特征且相对

跨越较长的时间性差异均应予以分摊。费用与收入的配比要求通过资产的所得税

分摊和递延负债来确认。 

从 ARB No.23 到 ARS No.9（1944-1966 年）间的二十年里，美国所得税会

计可以归结为“多种方法并存时代”；与此同时，基本上完成了从“部分摊配观” 

向“全面摊配观”的转变。这一阶段，所得税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奠基工作已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关于所得税会计中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研究 

 4

基本完成。  

2、APB Opinion No.11—“全面摊配观”下的“递延法”时代 

1959 年，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即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的

前身）在其发布的第 6号意见书（APB Opinion No.6）中明确表示，企业只能在

“递延法”与“债务法”之间作出选择，而不再把“纳税净额法”作为备选方法。 

1967 年，APB 发布了第 11 号意见书（APB Opinion No.11）[5]，明确要求

采用“全面摊配观下的递延法”，排除了“负债法”和“纳税净额法”的运用；

永久性差异仍不属于跨期摊配的范畴；时间性差异将在未来的会计期间予以回

转；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通过“递延费用”或“递延贷项”的确认来反映，这

两个账户一般意义上既非资产也非负债，但却要根据相关资产或负债划分流动性

和非流动性项目。 

全面摊配下的递延法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重复出现的项目使资产负债表上

递延所得税的余额愈来愈大，这是由于初始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远远大于其回转额

造成的。APB Opinion No.11 未能解决会计职业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APB 第 11 号颁布以后，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相继公布了一些直接阐述所得

税会计的意见、公报和解释。但是由于其规定的方法，在理解和应用上都十分困

难，导致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而在实践中产生很大的分歧。而且处理方法运用

成本过高，但并未产生更多的利益，即提供会计信息对会计报表阅读者来说没有

达到预期的效果，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此外，其过分强调递延税款贷项的重要

性，不符合会计原则中的有关概念。 

1973 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取代了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

开始着手修订 APB Opinion No.11。 

1981 年，“经济复苏税收法案”为进一步鼓励投资，要求公司采用“加速成

本恢复系统”，允许最短在三年内注销固定资产的成本，加之递延所得税余额不

断增加和 APB Opinion No.11 缺乏理论依据等问题，各利益集团不断地对 FASB

施加压力。1983 年 8 月，FASB 发表了一份“讨论备忘录”：所得税会计相关问题

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经过四年多的研究和征求意见，1987 年 12 月，FASB 颁布

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96 号（FAS No.96）[6]。 

从 APB Opinion No.11 到 FAS No.96（1967-1986 年）的时间里，由于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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