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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两大税务会计模式探析

我国所得税会计
——我国所得税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比较一

口周萍华[安徽财贸学院合肥233041]

[摘要] 本文从分析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两者相分离的英美式会计模式和两者统一的法德

式会计模式出发，说明了我国所得税会计在不同的会计环境下的发展过程；并比较国际所得税会计

准则与我国所得税会计相关法规的不同，指出我国现行所得税会计与国际惯例的差异及允许差异

存在的现实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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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两大税务会计模式

(一)英、美国家所得税会计的独立性

英美等国的财务部门认为财务会计主要是提供

真实和公允的会汁信息，以保证报表使用者不被误

导；同时从本身的立场出发，根据财务会计的易接受

估计、可能性和合理的不确定性，根据“实质重于形

式”的原则，公司会寻找各种途径(合法避税和不合法

逃税)使税后收益最大化。为了尽可能低估收益，“稳

健性原则”在财务会计中一直被奉为“金科玉律”。而

作为税务当局，则力求尽可能公允有效地征税，为了

保证税收和完整．在计税过程中不允许存在不确定

性，他们不赞成高估收益，但也不允许导致收益低估

的原则，因此，当某种特定的会计方法会造成上述情

况，即使是财务会计公认接受的方法，税务当局也会

采取其认为必要的措施，调整按会计方法得出的不符

合需要的结果。在具体的会计工作中，企业主要遵循

财务会计原则处理日常的经济业务，即使在与税法不

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有在纳税申报时按税法进行

调整。由于税务部门的目标与财务会计目标相差甚

远，导致了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的分离，形成了各自

分支学科。因此，在这些国家制订的会计准则或会计

标准中，都有专门规范纳税会计(主要是所得税会计)

的文告，如英国1号《递延所得税》、美国96号意见书

《所得税会计》及国际会计准则12号《所得税会计》等

等“3。

税务会计独立于财务会计以外的英美模式，同时

满足了报表使用者和税务部门对信息使用的要求，但

存在会计原则与税法两套不同的规范法制，在税法与

会计制度不一致的情况下，会计人员除掌握财务会计

准则制度，准确为报表使用者提供财务意见外，还需

熟悉税法有关规定，准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在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中所需要的独立于财务会计以外的核

算手续无疑又增加了会计人员的负担。

(=)德、法国家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一致性

与英美模式同时存在的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

一致性原则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都产生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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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影响，但在德国的影响更为突出。德国税法规

定，应税利润必须与会计报表中所列的会计利润相

等，且要求比较公司会计年度期初和期末净资产的变

化来确定应计收入(德吲的税务机关更关心的是资产

负债表而不是损益表)。因此，公司为税务目的来汁

算应税收入必须编制特殊的资产负债表，这种特殊的

资产负债表必须根据税务法规来编制。除一些特殊

的项目和事项外(如商业会计中一些确认和计价选择

的方法，德国商法允许公司会计对其财务资产负债表

中的事项选用适当的会计处理方法，而税务会计不存

在确认选择权)。一般情况下，企业会计确认与计价

总体上必须与税务资产负债表相结合，使财务报表与

税务报表基本趋于一致。这在实际工作中，首先简化

了公司的会计具体操作程序，公司会计人员尽可能在

不同的会计系统下，在有限的会计方法中进行选择，

并尽可能选择税法公布的会计账户，使公司的一套操

作过程同时满足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要求；另外，

一致性原则简化了法规。在德国，税法与财务会计不

同的是：在商法中可被承认的资产应在税务资产负债

表中确认，而在商法中可被承认的预提(应计项目)则

可能不在税务资产负债表中承认；反之，特殊的会计

法规主要是关于折旧的计提和坏账的冲销，除此以

外，所有内容财务会计和税务会计都相同。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一致性。简化了会计的操

作，但其报表提供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有失真实和客

观，公司管理者为了尽可能减轻税赋，夸大地使用稳

健原则，通常情况下，最低税赋是公司决定其会计方

针的首要目标和依据，出于税收目的隐瞒财产和低估

收入，其财务报表中的资产价值、财务状况及盈利能

力是以保守方式表述的，它使报表信息出现失真现

象，不利于报表使用者正确的理解”o。

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导致会计环境的不同，我国

在1994年以前，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收入、费用、利润、

资产、负债等确认和计量方面基本相同，按会计准则

规定计算的税前会计利润与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税

所得差别很小，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出“所得税会计”这

一概念，但财务会计与所得税会计趋于一致，与德、法

模式相同。在1994年税制改革，特别是一系列具体

会计准则和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实施以来，会计

准则与税法中对有关收益、费用或损失等的确认和计

量方法产生了较大的差异，说明我国所得税会计已从

财务会计中分离，与英、美模式相同”1。

二、我国所得税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比较

由于国际上对所得税会计存在不同认识和处理

差异，为了加强会计信息国际比较，国际会计准则委

员会于1979年7月发布了第12号公告《所得税会

计》。1989年1月，委员会发布了《所得晚会计征求

意见稿》，经过不断研究并修订，1996年国际会计委

员会正式颁布了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12一所得

税》。与国际会计准则相比，我国所得税会计的有关

规定主要有以下不同。

(一)对差异规范的范围不同

我国所得税会计根据会计制度与税法对收入和

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的不同，提出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

差异概念。永久性差异是由于企业一定期间的会计

收益与应税所得之间计算口径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它

产生于当期，以后各期不作回转处理；按永久性差异

产生的原因和性质，可将其分为四类：①免税收入，如

国库券利息收入。②不可扣除的费用和损失，如超标

准的业务招待费、各种税收滞纳金、罚款等。③非收

入性课税项目，如企业领用自己的产品用于在建工程

或职工福利等，会计上不确认为收益，应按成本转账，

但税法规定征税机关合理调整增加应税所得。④非

费用性扣减项目，如企业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

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及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

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列支外，经由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

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纳

所得额。而时间性差异是由于企业某些收人和支出

项目计入应税所得的时间与计入会计收益的时间不

一致而产生的差异。它发生于某一时期，但在以后的

一期或若干期内可以转回。如果只存在时间性差异，

不存在永久性差异，那么从各期总和上看，应税所得

和会计收益的总额将相等。时间性差异按收入、费用

计人应税所得和会计收益的时间先后，可以分为以下

‘四类：①先在财务报表上确认后列入应税所得的收入

和利得，如权益法下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低于被投资

企业时的投资收益，只有当实际收到股利时，才计人

应税所得。②先列入应税所得、后在报表上确认的费

用或损失，如会计上采用直线法折旧，税收上采用加

速折旧法折旧。③先列人应税所得、后在财务报表上

确认的收入或利得，如提前收取的租金在收到时就计

税，但要在实际提供服务时才列入财务报表。④先在

财务报表上确认、后列人应税所得的费用或损失，如

预提的产品质量保证金。鉴于前两类时间性差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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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未来应纳税的金额，后两类差异会产生未来可抵

减应税所得的金额，故将它们分别称为应纳税时间性

差异和可抵减时间性差异。企业某一个时期的计税

差异是这两类差异之和“1。

1996年修订的所得税会计的国际会计准则中的

一个最大的变化是以“暂时性差异”取代“时间性差

异”这一概念。暂时性差异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中一项

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额与其税基之间的差额，如果在

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账面价值比资产的计税基础高，

就是递延所得税负债，反之，则是递延所得税资产。

这里一项资产或负债的税基是指计税时应归属于该

资产或负债的金额。按照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

架》．一项资产的确认意味着该资产的账面金额在未

来期间将以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的形式收回，如果该

经济利益是应税的，则资产的税基就是税法上允许抵

扣该经济利益的金额。如果在未来期间允许抵扣的

金额小于应税经济利益的金额，即税基小于账面价

值，则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反之有可抵减暂时

性差异产生。如一台设备成本为10000元，已提折旧

4000元，剩余成本将在未来予以抵扣，则该项设备的

税基为6000元，若其重估价为7000元，则为1000的

暂性差异产生。如果该未来经济利益不纳税或是不

可抵扣的，如按权责发生制纳税的应收账款，则该资

产的税基即为其账面金额，无暂时性差异产生；一项

负债的确认意味着该负债的账面金额在未来期间将

通过体现经济利益的资源从企业流出来清偿。如果

它的部分或全部金额可以在晚于负债确认期的未来

期间内作为应纳税收益的抵扣项，则由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产生，其金额就是该负债在未来期间可抵扣的金

额，因而该负债的税基就是其账面金额与该负债在未

来期间计税时可抵扣金额的差额。如果该负债在未

来期问不可抵扣应税经济利益，则该负债的税基就等

于其账面金额，无暂时性差异产生”】。

国际会计准则没有涉及永久性差异的概念，但比

较两者的关系来看，所有的时间性差异都是暂时性差

异，但有些暂时性差异却不是时间性差异。如资产的

重估价，只产生暂时性差异而不产生时间性差异；企

业合并时，被并企业的或负债在会计上按公允市价入

账，税法规定报税时按原账面价值计算，致使暂时性

差异产生，而此时亦无时间性差异。

(=)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的比较

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主要有应付税款法和纳税

影响会计法，其中纳税影响会计法又分为递延法和债

务法两种。从我国情况看，1994年6月29日发布的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中，允许企业在应

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两种方法中任意选择，如

果企业选择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规定》中建议采用

递延法，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选择采用债务法。由

于应付税款法不确认时间性差额对未来所得税的影

响，本期所得税费用等于本期应付的所得税，这种方

法不符合收入与费用配比的原则“1。因此，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均不再采用这种方法。而在纳税影响会计‘

法中，大部分国家建议采用债务法，或在递延法和债

务法中选择。

1996年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由原来要求

企业采用递延法或债务法(有时称作损益表债务法)

换算递延所得税改为禁止采用递延法，要求采用另一

种债务法(有时也称作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由于债

务法相对于递延法更科学，按照债务法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更符合负债和资产的定

义，但是在税率变动的情况下核算较为复杂。从我国

实际情况看，所得税率基本是稳定的，在税率不变的

情况下，递延法和债务法对时间性差额的计算基本一

致，核算复杂问题在我国不太突出。因此，我国具体

准则(征求意见稿)中建议采用债务法。

在采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时，对于时间

性差额(或暂时性差额)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可以采

用损益表债务法或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分析。损

益表债务法将时间性差额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看作

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从

暂时性差额产生的本质出发，分析暂时性差额产生的

原因以及对期末资产、负债的影响。损益表债务法注

重时间性差异，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则注重暂时性差

异。时间性差异是指应税利润和会计利润之间的差

额，它在一个期间内形成，可在随后一个或一个以上

的期间内转回。暂时性差异提一项资产或一项负债

的税基和其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金额之间的差额。

1996年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要求采用资产

负债表债务法。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亦选择使

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目前大

多数企业还是采用应付税款法，过渡封损益表债务

法，已经存在着某些不适应，如果再采用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实际执行时将会产生较大的困难；而且损益

表债务法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只是分析方法不同，在

通常情况下，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相同，只有在特殊

情况下才会产生差异。所以尽管国际会计准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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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采『{j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我国具{奉所得税会计法规学报，2001，(2)．

中建议仍采用损益表债务法⋯。 [4]郭建民，张水林·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

差异[J]特区财会，2(J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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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讯

中国出版集团进军国际版权贸易

中国出版集团将组建专门的版权代理机构，搭建国际版权交易平台，经营重大舨权引进和输出项目，尤

其在版权输出方面，将搜集反映和代表中国文化的精品，与国际出版机构台作，以集约化优势实施”走出去，

引进来”战略，促进集团出版产品多元化开发，发挥中国版权集团在国际版权贸易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中国出版集团是集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进出口贸易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出版机

构，拥有26家历史悠久、品牌突出的出版单位和50种报刊。在本届博览会上，中国出版集团首次以集团名

义组团布展，其悬挂在展场外的”书业无限，品牌为王”的巨幅标语凸现了该集团强化品牌优势的经营策略，

以及强势进军国际版权交易市场决心。据悉，在此次博览会上，中国出版集团重点推介的版权项目为300种

左右，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新编千家诗》等，重点版权引进项目预计超过500种，在自己的展区内设

独立的中心版权洽谈区，用以接纳海外出版商的重大版权项目。

·宣文·

  万方数据



从世界两大税务会计模式探析我国所得税会计--我国所得税

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比较
作者： 周萍华

作者单位： 安徽财贸学院,合肥,233041

刊名：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2003,5(4)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7条)

1.胡世文 设立我国企业税务会计探析 1999(02)

2.邓学芬;章道云 浅探建立税务会计体系的必要性[期刊论文]-财会月刊 2001(08)

3.李孝章 所得税会计方法探析 2001(02)

4.郭建民;张水林 企业所得税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差异 2002(03)

5.何亮;康德彬 所得税会计理论结构初探 2002(09)

6.雷友琴 试析所得税会计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1998(07)

7.英美、德法对财务会计的不同规范方式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998(05)

 
本文读者也读过(6条)

1. 王雷 从中美所得税会计的比较看我国所得税会计的发展[期刊论文]-市场论坛2006(11)

2. 陈立军.崔莹.CHEN Li-jun.CUI Ying 所得税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期刊论文]-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5)

3. 刘斌.Liu Bin 中美所得税会计几点差异的研究[期刊论文]-吉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

4. 孙洪霞.安旭 关于我国税务会计模式的思考[期刊论文]-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19)

5. 张涛 新准则下所得税会计差异的处理[期刊论文]-商业经济2010(1)

6. 林易 税务会计模式的现实选择[期刊论文]-发展研究2010(1)

 
引证文献(1条)

1.杨荣军 关于所得税会计几个问题的初步研究[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 2005(5)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40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4004.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4004.aspx
http://www.wanfangdata.com.cn/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91%a8%e8%90%8d%e5%8d%8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ae%89%e5%be%bd%e8%b4%a2%e8%b4%b8%e5%ad%a6%e9%99%a2%2c%e5%90%88%e8%82%a5%2c233041%22+DBID%3aWF_QK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zkj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8%83%a1%e4%b8%96%e6%96%8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304004%5e1.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2%93%e5%ad%a6%e8%8a%ac%3b%e7%ab%a0%e9%81%93%e4%ba%91%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kyk200104010.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ckyk.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8e%e5%ad%9d%e7%ab%a0%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304004%5e3.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83%ad%e5%bb%ba%e6%b0%91%3b%e5%bc%a0%e6%b0%b4%e6%9e%97%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304004%5e4.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4%bd%95%e4%ba%ae%3b%e5%ba%b7%e5%be%b7%e5%bd%ac%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304004%5e5.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b%b7%e5%8f%8b%e7%90%b4%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304004%5e6.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ExternalResource-dzkjdxxb-shkx200304004%5e7.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7%8e%8b%e9%9b%b7%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hyscts200611035&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hyscts200611035.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hyscts.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9%99%88%e7%ab%8b%e5%86%9b%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4%94%e8%8e%b9%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HEN+Li-jun%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CUI+Ying%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dlhsdxxb-shkx200705020&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lhsdxxb-shkx200705020.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lhsdxxb-shkx.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dlhsdxxb-shk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88%98%e6%96%8c%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Liu+Bin%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jlcsgdzkxxxb200201008&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lcsgdzkxxxb200201008.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jlcsgdzkxxxb.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d%99%e6%b4%aa%e9%9c%9e%22+DBID%3aWF_QK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ae%89%e6%97%ad%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hljkjxx200819100&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ljkjxx200819100.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hljkjxx.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b6%9b%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shangyyj201001021&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shangyyj201001021.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shangyy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e%97%e6%98%93%22+DBID%3aWF_QK
http://usagereport.wanfangdata.com.cn/Redirect.ashx?From=F.Periodical_fzyj201001022&Category=Recommendation&TO=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zyj201001022.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fzyj.aspx
http://s.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6%9d%a8%e8%8d%a3%e5%86%9b%22+DBID%3aWF_QK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kjqbkfyjj200505093.aspx
http://c.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kjqbkfyjj.aspx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zkjdxxb-shkx200304004.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