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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会计与税务处理差异

【摘要】本文通过列举案例阐析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中所涉及的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处理，以期帮助广大财会人员

突破难关，打开思路，轻松而顺利地开展日后调整事项的会计实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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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有涉及报告年度

损益的事项和不涉及报告年度损益的事项，如果是涉及损益

的事项，则无论是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还是

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必然涉及报告年度的

纳税调整问题，也就是涉及报告年度会计与税法差异的分析

及账务调整处理问题。这是广大财会人员开展该方面实务工

作所遇到的一个难题。本文拟就这一难题，以案例的形式予以

阐析，供同行们参考。

（一）

案例：宏光公司为上市公司，系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

的所得税税率为 25豫，预计未来不会发生改变，所得税采用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

宏光公司 2011年度财务报告经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日

为 2012年 3月 31日，2011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于 2012年

2 月 28日完成，在此之前发生的 2011 年度纳税调整事项，

均可进行纳税调整。宏光公司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

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

因素。

宏光公司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事项（1） 2011年 12月 6日，宏光公司因合同违约被兴

达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宏光公司赔偿违约金 800 万元。至

2011年 12月 31日，该项诉讼尚未判决，宏光公司咨询法律

顾问后，认为很可能赔偿的金额为 600万元。2011年 12月 31

日，宏光公司对该项未决诉讼事项确认了预计负债和营业外

支出 600万元。根据税法规定，该项预计负债产生的损失不允

许在税前扣除。2012年 2月 12日，经法院判决，宏光公司应

赔偿兴达公司违约金 700万元，宏光、兴达公司均不再上诉。

事项（2） 2012年 1月 24日，宏光公司接到通知，债务

企业兴源公司宣告破产，其上年度所欠货款 200万元（含增值

税）确定只能收回 60%。宏光公司在 2011年 12月 31日前已

被告知该债务企业资不抵债，面临破产，并已经为该项应收账

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60万元。税法规定，企业计提的坏账准备

不得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下同）。

事项（3） 2012年 3月 12日，宏光公司收到兴旺公司退

回的 2011年 11月 20日从其购入的一批商品，以及税务机关

开具的进货退出证明单。当日，宏光公司向兴旺公司开具红字

增值税专用发票。该批商品的销售价格（不含增值税）为 4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 68万元，销售成本为 350万元。假定宏光

公司销售该批商品时，销售价格是公允的，也符合收入确认的

条件。至 2011年 12月 31日，该批商品的货款尚未收回，宏光

公司对该项应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16万元。

要求：为宏光公司对上述（1）至（3）项交易或事项进行会

计与税法的差异分析、纳税调整，并作出涉及所得税的账务调

整处理（其他账务调整处理略）。

（二）

分析：由上述案例资料可知，宏光公司发生的（1）至（3）项

交易或事项均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

一、事项（1）的处理

该调整事项是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涉及

损益的事项。

宏光公司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对该项未决诉讼事

项确认很可能赔偿的违约金时，会计上根据准则指南的规

定，计入了营业外支出，并作出了如下账务处理：借：营业

外支出———罚款支出 6 000 000；贷：预计负债———兴达公司

6 000 000。

这必然导致报告年度（2011年）宏光公司利润总额的减

少，从而减少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600万元，进而减少报

告年度的应交所得税 150万元（600伊25%）。但在年度纳税时，

根据税法规定，该项预计负债产生的损失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原因是税法遵循据实扣除原则，企业预计的损失不是真正发

生的损失，只有在以后年度经法院判决证实宏光公司真正应

赔偿的损失金额时，才允许在该年度予以税前抵扣，抵减该年

的应交所得税。于是，在报告年度会计与税法之间产生了一项

差异 600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的规

定，该项差异 600万元属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当调增宏光

公司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由于案例所给资料中宏光公

司未来期间能够取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因此，宏光公司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600万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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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年度末可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万元（600伊25%），

作出如下账务处理：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 500 000；贷：所得

税费用1 500 000。

然而，2012年 2月 12日法院已判决，证实宏光公司确实

应赔偿违约金 700万元，且不再上诉，这时（日后）宏光公司应

赔偿的损失 700万元是真正发生的损失，税法允许在税前扣

除。由于 2011年度的财务报告尚未对外报出，所以，2012年 2

月 12日宏光公司应将 2011年 12月 31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账务处理予以冲回，作出相反的账务调整处理。但由于

“所得税费用”账户在年末已结转“本年利润”账户，年末无余

额，故只能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账户借方反映，表示减少

报告年度的净利润。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增报告年度

所得税费用 1 500 00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1 500 000。

同时，由于宏光公司该日后调整事项是发生在报告年度

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涉及损益的事项，因此，宏光公司还应将

法院 2012年 2月 12日判决证实的赔偿损失 700万元，抵减

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抵减报告年度的应交所得

税。需作出如下账务调整处理：借：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1 750 000（7 000 000伊25%）；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减

报告年度所得税费用 1 750 000。

注：报告年度应交所得税减少，必然减少报告年度的所得

税费用。

二、事项（2）的处理

该调整事项也是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涉

及损益的事项。

宏光公司上年度应收兴源公司 200万元的账款，于 2012

年 1月 24日得知其宣告破产，确定只能收回 60%，这意味着

有 40%兴源公司的账款 80万元（200伊40%）收不回来，估计会

发生坏账损失。而宏光公司在 2011年 12月 31日已为该项应

收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60万元，这说明在资产负债表日估计

不足，需要日后（2012年 1 月 24 日）补提坏账准备 20 万元

（80-60）。尽管债务企业兴源公司已于 2012年 1月宣告破

产，但破产清算还刚刚开始，需等到破产清算结束，兴源公司

偿还所有债权人的债务后，才知道宏光公司真正发生的坏账

损失是多少，税法才认可，才允许税前扣除。会计上期末计提

或补提的坏账准备是按会计准则的规定，科学、合理地估计应

收账款发生的坏账损失，而并非应收账款真正发生的坏账损

失，因此，按税法规定，宏光公司 2012年 1月 24日补提的坏

账准备 20万元，在纳税时不得抵减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抵减应交所得税。于是，同前述事项（1）中的淤分析一样，

报告年度会计与税法之间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20万元，

应当调增宏光公司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由案例所给资

料可知，宏光公司该项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符合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确认条件，故应在报告年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5万元

（20伊25%），需作出如下账务调整处理：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50 000；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减报告年度所得税费用

50 000。

由前述分析可知，虽然该调整事项是发生在报告年度所

得税汇算清算之前涉及损益的事项，但宏光公司在 2012年 1

月 24日不能作出调减报告年度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的账

务调整处理。

三、事项（3）的处理

该调整事项是发生在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涉及

损益的事项。

宏光公司 2012年 3月 12日，由于发生了上年度的销售

全部退回事项，使得 2011年 11月会计上已确认的销售收入

和已结转的销售成本应予以全部冲回，从而导致会计上应调

减报告年度实现的利润 50万元（400-350），这必然涉及调减

报告年度的应交所得税 12.5万元（50伊25%）。然而，报告年度

的所得税汇算清缴已于 2012年 2月 28日完成，因此，宏光公

司按税法规定不能再调减 2011年度的应交税费（应交所得

税），只能将它递延到下一年度（2012年）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抵减应交所得税。于是，宏光公司在报告年度会计与税法产生

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50万元，应调增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额。同样，由案例所给资料可知，宏光公司该项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条件，故应在报告年度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万元（50伊25%），作出如下账务调整处

理：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25 000；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调减报告年度所得税费用 125 000。

宏光公司 2011年 12月 31日，会计上按准则规定，对应

收兴旺公司的账款计提了坏账准备 16万元，而按税法规定，

企业计提的坏账准备不得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综合上

述事项（1）与（2）的分析可知，宏光公司在报告年度末会计与

税法之间产生了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6万元，形成了递延所得

税资产 4万元（16伊25%），作出了如下账务处理：借：递延所得

税资产 40 000；贷：所得税费用 40 000。

由于 2012年 3月 12日，宏光公司在收到兴旺公司全部

退回的 2011年 11月 20日销售给其的这批商品时，会计上已

在冲销 2011年 11月确认的销售收入的同时，冲销了该项应

收账款，也冲销了与此相关联的备抵账户“坏账准备”16万

元。因此，报告年度末宏光公司因计提坏账准备而产生的会计

与税法之间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6万元也随之消失，因而会

计上应作出冲回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务调整

处理：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增报告年度所得税费用

40 00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40 000。

总之，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中所涉及的会计与税法

差异的分析及账务调整处理问题，虽对广大财会人员来说是

一个难题，但我们只要作认真、细致的理性分析，就一定能解

开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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