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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税务师考试《财务与会计》第十七章高频考点汇总

第十七章 所得税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和暂时性差异的类型 ★★★★

考点二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

考点三 所得税费用的核算 ★★★★

2017 税务师《财务与会计》高频考点：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和暂时性差异的类型

【内容导航】

1.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2.暂时性差异的类型

3.产生暂时性差异的情形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的常设考点，在 2014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0 年度出现过单项选择题，在 2011 年度和 2010 年度出现过多项选择

题。

【高频考点】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和暂时性差异的类型

1.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即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以税前扣除的金额。

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

2.暂时性差异的类型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资产账面价值>计税基础；负债账面价值<计税基础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资产账面价值<计税基础；负债账面价值>计税基础

提示：这里得到的暂时性差异是指的相应资产截至某一时间点的暂时性差异余额，是在

资产持有期间累计的暂时性差异金额，而发生额需要用期末余额再减去期初余额（即上期末

余额）确定。

3.产生暂时性差异的情形

（1）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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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原值－累计折旧－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税基础＝原值－税法规定的折旧额

（2）无形资产

与固定资产类似。

特殊情况：

①自行研发的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原值－累计摊销－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税基础＝原值×150%－税法规定的

摊销额

②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原值－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税基础＝原值－税法规定的摊销额

（3）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

账面价值＝期末公允价值；计税基础＝初始投资成本

（4）投资性房地产

①成本模式：与（1）类似。

②公允价值模式：与（3）类似。

（5）存货

账面价值＝成本－存货跌价准备；计税基础＝成本

（6）预计负债

①相关支出实际发生时允许税前抵扣，则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

金额，此时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账面价值，所以计税基础＝0

②相关支出实际发生时不允许税前抵扣，则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

的金额，此时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0，所以计税基础＝账面价值

（7）预收账款

①税法与会计规定的收入确认时点不同，则计税基础＝0

举例：2014 年会计确认预收账款 100 元，税法规定要确认收入 100 元，假设 2015 年会

计上将这 100 元确认为收入，则税法不再确认，所以纳税调整时，税法要在利润总额的基础

上将这 100 元做调减处理，即未来期间可税前扣除的金额＝100 元，所以计税基础＝100－

100＝0。

（8）交易性金融负债

计税基础＝初始成本；账面价值＝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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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税务师《财务与会计》高频考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内容导航】

1.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2.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3.递延所得税的特殊处理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计算题和综合分析

题的常设考点，在 2012 年度出现过单项选择题，在 2013 年度、2012 年度和 2010 年度出现

过多项选择题，各年的综合分析题都有涉及。

【高频考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1.递延所得税资产＝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发生额×所得税税率

2.递延所得税负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发生额×所得税税率

提示：（1）递延所得税资产是一项资产，其借方表示增加，贷方表示减少；递延所得

税负债是一项负债，其贷方表示增加，借方表示减少。

（2）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应以未来期间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

纳税所得税为限。

（3）用资产期末余额计算的暂时性差异乘以所得税税率的结果是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

债的期末余额，并不是发生额。

3.递延所得税的特殊处理

（1）产生暂时性差异且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事项

①未作为资产、负债确认的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典型事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分析：除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 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

纳税年度结转扣除，所以超出部分会产生暂时性差异。

②未弥补亏损

未弥补亏损作为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处理。

（2）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时不对应所得税费用的情况

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税法上认可账面价值），取得的有关资产、负债产生的暂时

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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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会计认可公允价值，即合并后账面价值＝合并日的公允价值；税法认可账面价值，

即计税基础＝合并日的账面价值。此事项确认的递延所得税，应计入商誉或营业外收入。

②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分析：因该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比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产生暂时性差异但不确认递延所得税的事项

①商誉

②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和权益法下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且企

业计划长期持有该投资

分析：当企业改变持有意图，拟对外出售该投资时，应计算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③资产、负债初始确认时产生暂时性差异，且由非企业合并产生，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

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

典型事项：自行研发无形资产符合“三新”标准的。

分析：内部研发无形资产符合“三新”标准的，税法规定按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摊销。

2017 税务师《财务与会计》高频考点：所得税费用的核算

【内容导航】

1.所得税费用的计算方法

2.所得税费用的分录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理解掌握本考点。本考点属于单项选择题、计算题和综合分析题的常设考点。

几乎各年所得税费用都有涉及。

【高频考点】所得税费用的核算

所得税费用是利润表上的损益科目，其会直接影响净利润的金额。并按照“当期所得税

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进行明细账核算。期末，应将该科目的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

目，结转后本科目应无余额。

1.所得税费用的计算方法（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是按照其明细账科目核算：

所得税费用＝当期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费用

＝应交所得税的金额＋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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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计算所得税费用时，应将虽然确认了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但不影响所得税费

用的事项扣除，比如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计算：

所得税费用＝（会计利润＋或－永久性差异）×25%

注意：此处有一个前提，就是不存在预期的税率变动，如果存在预期的税率变动则不能

这样直接计算。

结论：即暂时性差异是不影响所得税费用的金额。

因为：

所得税费用＝应交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

＝（会计利润＋或－永久性差异＋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纳税暂时性差异）×25%＋递

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

＝（会计利润＋或－永久性差异）×25%＋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5%－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25%＋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

＝（会计利润＋或－永久性差异）×25%＋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

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

＝（会计利润＋或－永久性差异）×25%

2.所得税费用的分录

借：所得税费用（倒挤认定）

递延所得税资产（借记新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税率；贷记转回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税率）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贷记新增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税率；借记转回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税率）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税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