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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重大会计差错调整减值准备的会计与税

务处理

《企业会 计制度》规定，如果企业滥用会 计估计，应当

作为重 大会 计差 错，按 照 重 大会 计差 错更 正的 方 法 进 行

会 计处 理。即 企 业因 滥 用会 计 估 计而多 提 的资 产减值准

备，在转回的当期，应当遵循原渠道冲回的原则（如原追溯

调整的，当期转回时仍然追溯调整至以前各期 ；原从上期

利润计提 的，当期转回时仍 然 调 整 上 期利润），不 得 作为

增加当期的利润处理。                           

新会 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严格区分 会 计估计变更和

前期差 错更 正，对于前期根 据当时的信息、假设等 做了合

理估计，在当期按照新的信息、假设等需要对前期估计金

额做出变 更的，应当作为会 计估计变 更处 理，不应作为前

期差 错更 正处 理。企 业 对会 计估 计变 更 应当采用未 来 适

用法处理。会 计估计变更仅 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应

当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并在当期进行 纳税调整 ；既影响

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和

未来期间予以确 认，并在当期和 未来期间进行 纳税调 整。

另外，按照“重要性”原则，对以前年度的重要和非重要会

计差 错 给 予了不同的更 正方法。对于重要的前期差 错，企

业 应当在其发现当期的财务报 表中，调整 前期比较 数 据。

如发 生 的 重要前 期 差 错 影响 损 益，应 将 其 对 损 益 的影响

数调整发现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

的期初数也应一并调整。

由此可见，按 会 计 制度与会 计准则的规定，作为重大

会 计 差 错 调 整 减 值 准 备 的 会 计处 理 并不影 响当期 损 益。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转销了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税务处

理 上却不应作纳税调减。同理，如果作为重大会 计差 错补

提 资 产 减 值准 备，虽 然 提 取资 产 减 值准 备不 得 在 税 前 扣

除，但由于补提资产减值准备冲减了留存收 益，对发现当

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不产生影响，故也不涉及当期纳税调增

问题。                                                                

结合前文，笔者 认为，对于企业的资产减值准备项目，

不能简单地根据当年增加计提的金额作纳税调增，因为提

取的减值准备未必对应于当年损 益类科目，或者已经批准

作为 永久性 损 害 或 实 质 性 损 害 在 税 前 扣除。更 不能 简单

地根据转回、冲销的减值准备借方发生额作纳税调减。如

作纳税调减，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以前年度提取资产

减值准 备 时已作纳税调增 ；2．以前年度 提取 的资产减值

准备至转回、冲销期间，原提取减值准备时所 形成的时间

性 差异 未 通 过其他 渠 道 转回 ；3．转回、冲 销减值准 备 时

应增加当期会 计利润或应纳税所得额。

二、提取减值准备的资产发生损失时的其他纳税

调整及纳税申报问题

（ 一）企 业 所 得税 年度 纳税申报 表各相关 附表 及项目

之间的正确填报

企业已提取减值准备的资产发生损失时，应转销其已

提取 的减值准 备，涉及 到附表十《 资产减值准 备项目调 整

明细 表 》的 填 报，同时又涉及 附表 三《 纳 税调 整 项目明细

表》相关项目的填报。

例 1 ：甲公司的一批食品原料发生报废损失，无残值。

该 批 原 料 的 历史 成 本 为 435 万元，已 抵 扣 的 进 项 税 额 为

435/（1-13%）×13%=65（ 万元），以前年度已 提 取 存 货 跌

价准备 360 万元，提取时已作纳税调增。甲公司作 ：

借 ：管理费用                             1  4 0 0 0 0 0

 存货跌价准备                       3  60 0 0 0 0

 贷 ：库存商品                                         4  350 0 0 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650 0 0 0

甲 公 司 可 扣 除 存 货 损 失 的 计 税 基 础 为 435+65=50 0

（万元），已报经税务机关批准，与会 计核算中计入当期损

益的损 失 金额相差 360 万元，应作纳税调减，该纳税调减

的金 额 对应于以前年度 提取存货 跌 价准 备 时 纳 税调增的

时间性差异。那么，甲公司如何进行 纳税申报呢？

在《 国家 税 务总局 关于印发〈 中 华人民 共 和国 企 业 所

高允斌 ■

资产减值准备会计与税务处理

差异分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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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 年度 纳税申报 表〉的通知》（ 国税 发 [2 0 08 ]101 号）关

于 附表 三中 第 42 行“ 财 产 损 失”的 填 报 说明中，要求 第 1

列 填 报 财产 损 失 的“ 账 载 金 额”，第 2 列“ 税 收 金 额”填 报

税 务机 关审 批 的 本 纳 税 年度 财产 损 失 金 额，以 及 按 照 税

收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转 让、处 置所得（损失）

和金融资产 转 让、处 置 所得等损失 金额。本例中，应在附

表 三第 1 列“账载金额”中填 入 14 0 万元，第 2 列填 入“税收

金额”50 0 万元，则在第 4 列纳税调减 360 万元，即已转回

时间 性 差异。可是，如果 再 在 附表 十《 资 产减值准 备项目

调 整 明细 表 》第 2 行 的 第 2 列中 填 报 减 值 准 备“ 本 期 转 回

额”360 万元，在第 3 列“ 本 期计提 额”中填 0，则第 5 列填

报 -360 万元，即又调减 360 万元，该调整 金额将转入 附表

三第 51 行“ 准 备 金 调 整 项目”第 4 列“ 调减 金 额”中，显然

导致了与本附表第 42 行“财产损失”重 复纳税调减的错 误

结果。为防止 上 述错 误，笔者建议，如果 提取减值准 备的

资 产日后价 值恢 复 或 转 让减值 资 产 时冲回原已 提取 的减

值准备，则在附表十的相应行列中进行 纳税调整。如果因

财产损失而冲销原已提取的减值准备，则资产账面价值与

计 税 基 础 之间的差异以及 财产损 失 是 否已 经税务机关 批

准 所产生的差异 一 并在 附表 三的相 应行列中 进行 纳税调

整，在附表十中不作调整。本例中，应在附表 三的第 42 行

作纳税调减，在附表十中不得重复调减。

（ 二）特定行业 发 生 财产损 失时的纳税调 整 及 纳税申

报表填制方法

前 文已 经 提 到，现 行 税 法 中允 许 金 融、保 险、证 券、

信用担保 等 特定行业 按照 规 定 的方 法和 标准 提取准 备 金

在税前 扣除。此后，如果风险资产发 生损失，或 企业 发 生

了赔 付 支 出等，税 法 通常 规 定 企 业 应 就 发 生 的财产 损 失

或赔付支出等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准备 金。如《财政部 国

家 税务总局关于 金融 企业贷 款 损 失准 备 金 企业 所 得税前

扣除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 财 税 [2 0 09]64 号）第四 条 规 定 ：

“金融 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贷款损失，按 规定报经税务

机关审批后，应先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贷款损失准备，不

足冲减部分可据实在计算当年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财

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保险公司准备 金支出企业所得税

税前 扣除有关问 题 的通知》（ 财 税 [2 0 09]48 号）第四条 规

定 ：“保险公司实际发生的各种保险赔款、给付，应首先冲

抵按 规定 提取的准备 金，不足冲抵 部分，准予在当年税前

扣除。”企业在作纳税调整和纳税申报处理时应注意的是：

首先，虽 然 税 法 要求 企 业 必 须 将发 生 的财产 损 失 或 赔 付

支出冲减已在税前扣除的准备 金，但由于允许税前扣除的

准 备 金 大多实 行 增量 差额提取的方法（以金融 企业为例，

金融 企 业在 某一 纳税 年度 可于税前 扣除的贷 款 损 失准 备

为年末风 险 资产 余额减去年 初风 险 资产 余额 后的差 额 乘

以规定比例），故 业已发 生的资产损失或 赔付支出冲减准

备 金后，本年度 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企业往往又可增

提一 部分准备 金。所以，这 里的纳税调整存在一个此消彼

长的过 程。其次，如果特定行业的企业发 生了风险资产损

失，依据财税 [2 0 09]57 号文、国税发 [2 0 09]88 号文等文件

规 定，必 须 报 经 主 管 税 务机 关审 批 后方可 冲 减已 在 税 前

扣除的减值准 备。最 后，税法中还 要求企业以后收回已审

批扣除的财产损失的，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而 不是

增加准备 金的余额 ；但是，如果收回以前年度的财产损失

以前年度只是在会 计核算中作核销处理，没有在当年税前

扣除，则不应计入收回年度的应纳税 所得 额。由于 这种调

整 方 法 较 为 复 杂，故 建 议相 关 企 业 应 先 编制 纳 税调 整台

账，再 将台账 上的结果录入 纳税申报 表的相应行列。现举

例说明与资产减值准备相关的纳税调整问题 ：

例 2 ：某 商业银行 2008 年 初风 险 资产 余额 1 000 000

万元，期初贷款损失准备的账面余额为 10 000 万元，提取

比例为 1%，并假定以前年度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 10 000 万

元已全 部 在税前扣除，会 计处 理与税务处 理 之间无差异。

当年实际发生呆账损失 2 000 万元，经公司董事会批准作呆

账损失核销。假定 2008 年末风险资产余额仍为 1 000 000

万元，但风险资产结构发生变动，当年会计核算中又提取贷

款 损失准备 5 000 万元，年末贷 款 损失准备的账面余额为

13 000万元。现分别两种情况编制纳税调整台账（表 1）：（1）

呆账损失已报税务机关核准税前扣除 ；（2）呆账损失 未 获

税务机关核准。

纳税调整台账各行勾稽关系说明 ：

年末贷 款 损 失准 备 余额“ 会 计 金 额”= 第 1 行期 初贷 款 损 失

准 备 + 第 2 行本 年 收回以前年度已核销的呆账 损 失 - 第 3 行本 年

核销呆账损失 + 第 5 行本年增（减）提贷款损失准备

年末贷 款 损 失准 备 余额“ 税 收 金 额”= 第 4 行 年末计提贷 款

损失准备的风险资产余额 ×1%

行次 项 目
会计金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1 2 3

1 期初贷款损失准备 10 000   10 000 ——

2 本年收回以前年度
已核销的呆账损失 0 0 ——

3 本年核销呆账损失 2 000 
（1）2 000 ——
（2）0 ——

4 年末计提贷款损失
准备的风险资产余额 1 000 000 1 000 000 ——

5 本年增（减）提
贷款损失准备 5 000

（1）2 000 （1）3 000
（2）0 （2）5 000

6 年末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 13 000 10 000 ——

表 1                 年度 ：2 0 08           金额单位 ：万元

贷款损失准备纳税调整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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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增（减）提贷 款 损 失准 备“税 收 金额”= 第 6 行 年末贷 款

损失准备 余额“税收金额”- 第 1 行期初贷款损失准备“税收金额”-

第 2 行本年 收回以前年度已核销的呆账损失“税收金额”+ 第 3 行

本年核销呆账损失“税收金额”

第 5 行 第 3 列“ 调 整 金 额 ”= 第 5 行 第 1 列“ 会 计 金 额 ”- 第 5

行第 2 列“税收金额”

由于金融企业贷款损失准备的变动原因较为复杂，故

笔 者 建 议相 应 的 纳 税调 整 在 附表 十 中 一 并调 整。风 险 资

产损失时，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以及财产

损 失 是 否已 经税务机 关 批准 所产生的差异 在 附表 三中不

得重复调整。

纳税调整台账与附表十的勾稽关系 ：

台账第 2 行第 1 列 + 台账第 5 行第 1 列 = 附表十第 14 行第 3 列

台账第 3 行第 1 列 = 附表十第 14 行第 2 列

台账第 5 行第 3 列 = 附表十第 14 行第 5 列

例 3 ：接 例 2。2009 年度，该 银 行 收回 2008 年度已 核

销的呆账损失 2 000 万元，本年度未发生新的呆账损失，也

未 增提贷 款 损失准 备。年末风险资产余额仍为 1 000 000

万元。相应的台账编制见表 2。

现 将 纳 税调 整台账 中的 调 整 情况 分析如下 ：2 0 09 年

收回 2 0 08 年已核销的呆账损 失 后，原 财产损 失事 项实际

上已不存在。在第（1）种情况下，呆账损失已于 2 0 08 年报

经税务机关核准税前扣除，2 0 09 年度应纳税调增 2 0 0 0 万

元，加上 2 0 08 年度已作纳税调增的 3 0 0 0 万元，合计 纳税

调 增 5 0 0 0 万 元。该 金 额 对 应 于 两 年 间（ 本例 中 即 2 0 08、

2 0 09 年度）提取的并计入损益的贷款损失准备，也对应于

2 0 09 年末贷款损失准备 余额“会 计金额”高于“税收金额”

的部分。在第（2）种情况下，呆账损失于 2 0 08 年报 未 获税

务机关核准税前扣除，2 0 09 年度 纳税调整 金额为 0，加上

2 0 08 年度已作纳税调增的 5 0 0 0 万元，合计 纳税调增仍为

5 0 0 0 万元。（完）■

（作者单位 ：江苏国瑞兴光 税务咨询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武献杰

行次 项 目
会计金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

1 2 3

1 期初贷款损失准备 13 000   10 000 ——

2 本年收回以前年度
已核销的呆账损失 2 000

（1）2 000
——

（2）0

3 本年核销呆账损失

4 年末计提贷款损失
准备的风险资产余额 1 000 000 1 000 000 ——

5 本年增（减）提
贷款损失准备 0

（1）-2 000 （1）2 000
（2）0 （2）0

6 年末贷款损失
准备余额 15 000 10 000 ——

贷款损失准备纳税调整台账

表 2                  年度 ：2 0 09         金额单位 ：万元

● 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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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时候在本刊择优刊出。

5. 编辑部给所有获奖作者颁发证书。
6. 请将您的评选结果（请注明刊期、篇名、作者姓名）寄至 ：（10 0 036）北京市 187 信箱中国财政杂志社《财务与

会计》编辑部胡原。评选活动的截止期为 2010 年 3 月 31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我们衷心期望广大读者热情参加这次评选活动，评出您心中的优秀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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