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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争鸣

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
递延所得税确认探讨

莫彩华■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 所得税》的规定，

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企业应于资产负债表日比较资产、

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若两者存在差异，则应确认递

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同时记录相应的递延所得税收益（费

用）。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遵循所谓的“配比原则”，即大致

按照“税前利润 × 所得税率”的关系列报所得税费用。在资

产负债表债务法下，税法认可的真实利润（即应纳税所得

额）乘以适用所得税税率即为应纳税额 ；对于税法不认可

的预期利润 ( 如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权益法

下投资收益等 )，根据预期的适用税率确定递延所得税（即

递延所得税 = 预期利润 × 预期所得税税率）。由于利润表上

的利润总额等于“真实利润 + 预期利润”，利润表上的所得

税费用等于“真实所得税 + 预期所得税”，因此，资产负债

表债务法达到了按照“利润总额 × 所得税税率”列报所得

税费用的“配比”效果。

而在准则看来，递延所得税的意义恰在于对形成会税差

异的预期损益确认预期所得税，从而对预期损益起“缓冲”、

“截留”作用。但是，仔细推敲当前的所得税会计准则，笔者

发现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其中长期股

权投资权益法下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递延所得税处理之矛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 长期股权投资》规定，

权益法下，投资方在得知被投资方的利润时，按照以其持股

比例乘以“调整后净利润”所计算出的理论上的分享额，增

记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利润（投资收益）。因此，一旦企

业确认了权益法下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便

不再等于计税基础，从而形成应纳税（或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根据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此时企业应当按照预期适用税

率确认本年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和所得税费用（收益）。

但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 所得税》对此情况作出了

例外规定 ：“企业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

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应当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但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除外 ：（一）投资企业能够控制

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 ；（二）该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

来很可能不会转回。”所谓“暂时性差异转回”是指引起暂

时性差异的预期损益的实现。若投资企业可以运用自身的

影响力决定预期损益的实现时间，并且根据企业意图，在可

预见的未来该预期损益很可能不会实现，从而不会在未来

期间产生所得税影响，无需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而权益

法下预期损益的实现主要有两大路径，即在未来期间获得

现金股利或处置股权投资。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对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计

税基础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符合以下情形时可不确认相关

的所得税影响 ：第一，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企业实施控

制，能主导包括利润分配政策在内的生产经营决策的制定

或虽未实现控制，但通过与其他投资者签订协议等方式控

制被投资单位的利润分配政策，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可以

摘 要：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于资产负债表日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若两者存在差异，则应
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负债），同时记录相应的递延所得税收益（费用）。然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对长期股

权投资下权益法递延所得税费用存在的“例外”条款，赋予了企业合规避免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空间。本文建议进行相应

调整，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会计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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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被投资单位不会对外发放股利 ；第二，企业拟长期持

有该项投资，且计划将来永远不会出售该投资，因此与处置

损益有关的暂时性差异预期不会转回。此外，税法规定居民

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免税，因此持有期间被投资企业分派

的现金股利不产生所得税影响。此条背后的意思还包括，一

旦企业持有意图由长期持有转为近期出售时，企业应当对

暂时性差异确认相关的所得税影响（根据国税发 [2000]118

号文规定，出售时应当将处置所得款项与该投资的初始计

税成本（通常等于会计上的初始投资成本，但在以非货币性

资产投资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差异）之差计入当期的应纳

税所得额，按照投资方企业的适用税率计算交纳企业所得

税。因此，如果有处置投资的计划，应当按照会计上的“损

益调整”和“投资准备”两个明细科目的余额之和乘以投资

方的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显然，对于适用权益

法的长期股权投资来说，条件一很难满足。一般而言，对于

合营、联营企业的股利政策，企业需要与其他合营方共同决

定或者由联营企业的大股东决定，因此无法控制暂时性差

异的转回时间。而条件二的规制相对较为宽松，是否确认所

得税影响的标准主要基于“管理层的持有意图”，即只要投

资企业对外宣称“近期没有处置股权的意图”，便可以“合

规”避免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与此同时，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投资收益和递延所

得税的确认还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如果一家企业对外

进行股权投资，并形成重大影响，从而采用权益法计量。按

照当前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投资企业可以在被投资企业

利润实现之时就“及时”确认投资收益。那么试问，如果企

业将来不能也不计划收到该投资收益，那么又有何必要马

上确认该收益？那么很显然，既然投资企业在被投资企业

利润实现之时就确认了相应的投资收益，必然是计划将来

要收回该笔收益，那么在确认收益时点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在将来就一定会转回，那就应该在此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

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众所周知，税收的本质是以法律形式处理国家与企业

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所得税是国家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重

要形式。如前所述，递延所得税是针对预期损益确认的预期

所得税，能起到一定的“截留作用”。税前正向的盈余管理，

在税后都会因递延所得税“打折”，反之亦然。而长期股权

投资权益法会计规则下的递延所得税费用确认评判标准主

要基于“管理层意图”，主观性较大而可验证性较差，赋予

了企业合规避免确认递延所得税费用的空间。

二、结论和政策建议

综上，可以发现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基本思路是把

被投资方的所有者权益金额按投资方的持股比例合并计入

投资方的会计报表，并同时增记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

利润（投资收益）。此外，由于目前准则规定了可以不确认

权益法相关的递延所得税的例外条件，且该条件的评判标

准主要基于“管理层意图”，因此投资企业可以合规地避免

确认递延所得税，从而使所得税失去应有的“截留”作用，

进一步助长了“利润膨胀”效应。而笔者对企业年度财务

报告的检查也发现大部分企业都利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 所得税》对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弹性化”规定规

避了递延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笔者认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弹性化”的会计规则助长了企业

调节业绩的动机。为此，本文建议修改《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 所得税》的例外规定，即一旦确认对联营、合营企业

的投资收益就应该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费用。

此外，笔者认为应该辩证看待国际趋同，谨慎对待“弹

性化”的会计规则，尽量避免管理层利用“弹性化”会计规

则对报表的人为操纵。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215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

究基金“研究品牌计划”〈10XNI010〉的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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