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虽然欧盟可以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

计准则理事会及其准则的制定施加重要的影响，但是随着

美国的积极参与。并通过各种方式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施加压力，美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特

别是在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框架结构中，美国甚

至取得了主导地位。因此，欧盟在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

会、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同时又设置了双层认可机制，

其目的是为了捍卫欧盟及其投资者的利益，在日益趋同的

全球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和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运作和

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在与国际

惯例协调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维护好本

国利益 （作者单位：厦门 大学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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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执行 <企业会计制度 >及相关会计准则问题解答

（三）》对会计制度规定与税法规定某些差异的纳税调整给出

了指南。为帮助企业理解其规定，现结合实例对有关交易事

项的纳税调整解释如下：

一、企业对外捐赠资产的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

（一）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将自产、委托加工和外购的

原材料、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等用于捐赠，应将

捐赠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应交纳的流转税等相关税费，作为

营业外支出处理，不作销售。
（二）税法规定

税法规定，企业对外捐赠应分解为两项交易，即首先将

对外捐赠资产视同按公允价值对外销售，然后再将销售所

得价款对外捐赠，该捐赠支出中只有符合税法规定的公益

救济性捐赠的部分能够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
除上述按税法规定企业对外捐赠行为应分解为两项交易处

理以外，对于企业发生的捐赠支出，税法规定：
1、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捐赠不允许税前扣除；

2、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

额3% 以内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是指

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

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 、贫困地区的捐

赠；

3、纳税人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农村

义务教育的捐赠、向老年活动场所和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对

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纳税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

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
（三）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举例

例1：甲公司2002年10月20日将其经营中闲置不用的一

项固定资产直接捐赠给乙公司，甲公司1997年12月取得该

固定资产的实际成本为150万元，该公司按直线法计提折

旧，并且该固定资产的预计可使用年限为10年，预计净残值

为零（假定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及折旧方法与

会计规定相同）。捐赠过程中因对该固定资产进行拆装发生

的清理费用为0.6万元，有关的清理费用已用银行存款支

付。假设捐赠时该项固定资产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公允价值

为80万元，2002年甲公司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计算的

利润总额为1 200万元。假定捐赠过程中未发生与捐赠行为

相关的除所得税以外的其他税费，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 。甲公司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
1、会计处理

计算甲公司持有的该项固定资产在捐赠日的累计折

旧=150÷10×4+150÷10×10÷12=72.50（万元）

对于上述捐赠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甲公司

应进行的会计处理为（分录中以元为单位）：
借：固定资产清理  775 000

累计折旧  725 000

贷：固定资产  1 500 000

借：固定资产清理  6 000

贷：银行存款  6 000

借：营业外支出  781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781 000

2、纳税调整

对于例1中的捐赠事项，因属于纳税人直接向受赠人的

捐赠，并且不符合公益、救济性捐赠的条件，其所发生的支

出不能够在税前扣除。
根据问题解答（三）的规定，因上述捐赠事项产生的纳税

调整金额={按税法规定认定的捐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按税

法规定确定的捐出资产的成本（或原价）-按税法规定计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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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折旧（或累计摊销额）]-捐赠过程中发生的清理费用等

费用及缴纳的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除所得税以外的

相关税费 }+因捐赠事项按会计规定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的

金额-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金额

根据上述公式，甲公司因捐赠事项产生的纳税调整金

额=80-[150-（150÷10×4）-150÷10×10÷12]-0.6+78.10-0=80
（万元）

2002年度甲公司应纳税所得额=1 200+80= 1 280（万元）

2002年度甲公司应交所得税=1 280×33% =422.40（万元）

甲公司对于所得税费用及应交所得税应进行的会计处

理为：
借：所得税  4 224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4 224 000

例2：甲公司2002年11月将其生产过程中拟对外出售的

部分库存药品通过某非营利组织向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捐

赠，该部分捐出库存药品的实际成本为100万元，在公开市

场上的销售价格为140万元。假定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

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 。
甲公司对该批捐出药品未计提任何跌价准备。假定甲公司

2002年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确定的利润总额为 1 500

万元。
1、会计处理

对于上述捐赠事项，因税法上视同销售，甲公司应按规

定计算交纳增值税。甲公司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应进行的会

计处理为：
借：营业外支出  1 238 000

贷：库存商品  1 0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38 000

2、纳税调整

根据问题解答（三）中提供的纳税调整金额计算公式，甲

公司2002年因该捐赠事项产生的纳税调整金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1 500+140-100+123.80-应纳税所得

额×3%

甲公司2002年度应纳税所得额=1 615.3398（万元）

甲 公 司 2002 年 度 应 交 所 得 税 =1 615.3398 ×33% =
533.0621（万元）

其2002年度确认所得税及应交所得税相关的会计分录

为：
借：所得税  5 330 621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5 330 621

二、企业接受捐赠资产的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

（一）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

1、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企业接受捐赠取得

的资产，应按以下规定确定其实际成本（入账价值）：
（1）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如发票、报关单、有关协议）

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实际

成本；
（2）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如下顺序确定其实

际成本：①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同类或类似

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

实际成本；②同类或类似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受

捐赠的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实际成本。

2、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同时规定，企业接受捐赠资产

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入账价值在扣除应交纳的所得税后，计

入资本公积，对企业接受捐赠的资产，不确认收入，不计人

接受捐赠当期的利润总额。
（二）税法规定

税法中关于企业接受捐赠的资产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的规定如下：
1、企业接受捐赠的货币性资产，须并入当期的应纳税

所得，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2、企业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须按接受捐赠时资

产的入账价值（指接受捐赠的资产本身的价值）确认捐赠收

入，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如接

受捐赠的为存货等，捐出方代为支付的增值税额，也应包括

在当期应纳税所得中。
3、企业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较大，并入一个纳税年度

缴税确有困难的，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可以在不超过

5年的期间内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
（三）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举例

例3：A公司2002年12月自其母公司取得200万元的现金

捐赠，假定A公司2002年度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计算

的利润总额为1 000万元，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A公司

2001年度亏损为1 600万元，税法规定，对于企业发生的经

营亏损，可以用以后年度（5年内）的税前利润进行弥补。
1、会计处理

对于企业接受捐赠的资产，按照问题解答（三）的规定，

均应通过“待转资产价值”科目进行核算。问题解答（三）中将

原仅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待转资产价值”科目扩展为适

用于所有的企业，企业应在“待转资产价值”科目下设置“接

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和“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两个明细科目，这里的货币性资产指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

货币资金，除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为非货币性资产。
结合例3中接受捐赠的情况，A公司应进行的会计处理

为：
借：现金（银行存款等）  2 000 000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货币性资产价值  2 000 000

2、纳税调整

企业应在当期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计算的利润总

额的基础上，加上因接受捐赠资产产生的应计入当期应纳

税所得额的接受捐赠资产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入账价值或是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的当期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待

转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部分，计算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结合例3中的情况，A公司2002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1 000+200-1 600=-400万元，即A公司因2001年度亏损尚未

全额弥补，其2002年度可免于交纳所得税。
其期末在结转“待转资产价值”科目时应进行的会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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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
借：待转资产价值  2 000 000

贷：资本公积  2 000 000

例4：甲公司2002年度接受其他企业捐赠的一项自国外

进口的固定资产，捐赠方未提供有关凭据，根据国外同类固

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该项资产的价格为300万元，捐赠

过程中发生进口关税10万元，假定捐赠过程中除发生的进

口关税以外，未发生其他相关税费，进口关税已由甲公司用

银行存款支付。假定甲公司2002年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

则计算的利润总额为2 000万元，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33% 。

1、会计处理

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企业接受捐赠取得的

固定资产，其入账价值包括按同类或类似固定资产的市场

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结合例4的情况，

甲公司取得的固定资产的人账价值为310万元，包括按照同

类固定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接受捐赠资产本身的价值及

发生的进口关税。会计处理为：
借：固定资产  3 100 000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3 000 000

银行存款  100 000

2、纳税调整

按照问题解答（三）的规定，企业应在利润总额的基础

上，加上因接受捐赠资产产生的应计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

的接受捐赠资产按税法规定确定的入账价值。结合例4的情

况，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接受捐赠资产按税法规定确定

的入账价值为300万元，不包括捐赠过程中发生的进口关

税。
甲公司2002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 000+300=2 300（万

元）

应交所得税=2 300×33% =759（万元）

期末计算交纳所得税及结转“待转资产价值”科目有关

会计分录为：
借：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3 000 000

所得税（20 000 000×33% ）  6 60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7 590 000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2 010 000

例5：A公司于2002年度取得B公司捐赠的商品一批，根

据B公司提供的有关凭据，该批接受捐赠商品的市场价格

为260万元，B公司同时为A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注

明的增值税额为44.20万元，A公司并未单独支付增值税。假

定A、B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 ，A公司将取得的商品作为库存商品核算。A公司2002

年度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确定的利润总额为

3 000万元，A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 ，假定A公司将

接受捐赠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价值一次性计入当期应纳税

所得额。
1、会计处理

按照问题解答（三）的规定，A公司在取得该批接受捐赠

的库存商品时，应进行的会计处理为：
借：库存商品  2 6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42 000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3 042 000

2、纳税调整

A公 司当期由于接受捐 赠产生的纳税调整金额为

304.20万元，包括接受捐赠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本身的价

值以及捐出方代为支付的增值税进项税额。
A公司2002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 000+304.20=3 304.20

（万元）

A公司2002年度应交所得税=3 304.20×33% =1 090.386
（万元）

（1）期末结转“待转资产价值”科目金额时，会计分录为：
借：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3 042 000

所得税  9 90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10 903 860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2 038 140

例6：甲公司于2001年11月取得其他企业捐赠的大型机

器设备一台，根据捐赠方提供的凭据上注明的该项设备价

款为2 000万元，为使该设备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甲公司

另外支付了设备安装和调试费用10万元。甲公司适用的所

得税税率为33% ，根据甲公司的现金流情况，经税务部门批

准，该取得捐赠的资产应交纳的所得税可以在5年的期间内

分期平均计入其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甲公司2001年及

2002年按照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确定的利润总额分别为：

2001年度实现利润总额300万元，2002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450万元。
1、会计处理

按照问题解答（三）的规定，甲公司在取得捐赠的机器设

备时，应进行的会计处理为：
借：在建工程  20 000 000

贷：待转资产价值——接受捐赠非货币性资产价值

20 000 000

借：在建工程  1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0 000

借：固定资产  20 100 000

贷：在建工程  20 100 000

2、纳税调整

因税务部门已同意该接受捐赠资产的价值可以在5年

的期间内分期平均计入各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在2001年至

2005年间，每年因该接受捐赠资产产生的纳税调整金额为

400万元，并且该差异为永久性差异。
（1）甲公司2001年应纳税所得额=300+400=700（万元）

2001年度应交所得税=700×33% =231（万元）

其中，由接受捐赠资产产生的应交所得税=400×33% =
132（万元）

2001年年末结转“待转资产价值”及确认所得税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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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分录：
借：待转资产价值  4 000 000

所得税（3 000 000×33%）  990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2 310 000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2 680 000

（2）甲公司2002年应纳税所得额=450+400=850（万元）

2002年应交所得税=850×33% =280.50（万元）

其中，由接受捐赠资产产生的应交所得税=400×33% =
132（万元）

2002年年末结转“待转资产价值”及确认所得税有关的

会计分录：
借：待转资产价值  4 000 000

所得税  1 485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2 805 000

资本公积——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2 680 000

三、企业发生的销售退回涉及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和纳税调整

（一）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

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规定，企业销售商品发生的销售

退回，其相关的收入、成本等一般应直接冲减退回当期的销

售收入和销售成本等。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涉及的报

告年度所属期间的销售退回，应当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

整事项，调整报告年度相关的收入、成本等。
（二）税法规定

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销售退回，只要购货方提供退货

的适当证明，可以冲减退货当期的销售收入。企业年终申报

纳税汇算清缴前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所涉及的应

纳所得税调整，应作为报告年度的纳税调整。企业年度申报

纳税汇算清缴后发生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所涉及的应

纳所得税调整，应作为本年度的纳税调整。除属于资产负债

表日后事项的销售退回，可能因发生于报告年度申报纳税

汇算清缴后，相应产生会计规定与税法规定对销售退回相

关的收入、成本等确认时间不同以外，对于其他的销售退

回，会计制度及相关准则的规定与税法规定是一致的。
这里的“报告年度”是指上年度，如某企业2002年度的

财务报告经董事会批准于2003年3月25日报出，则报告年度

指2002年度。“本年度”是指报告年度的下一个年度，在本例

中，“本年度”是指2003年度。
（三）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举例

例7：A公司2002年度财务报告经董事会批准于次年的

4月 15日对外报出，该公司2002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于2003

年4月30日办理完毕。假定由于质量原因，A公司2002年 11

月销售的一批商品，客户提出退货。该批商品的销售价格为

120万元，在A公司的原实际成本为80万元。假定A公司为增

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适用的所得税

税率为33%。A公司于2003年2月20日收到客户退还的该批

商品，同时取得了客户开具的退货证明，应退还给客户的货

款尚未支付。假定A公司在未考虑该销售退回事项时已确

认的应交所得税为693万元，假定不考虑盈余公积项目的调

整。
1、会计处理

因该事项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与该销售退回相

关的收入、成本等应相应调整报告年度会计报表相关的收

入、成本等，相应的调整应通过“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

算，有关的会计分录为：
（1）调整报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或其他业务收入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04 000

贷：应付账款  1 404 000

（2）调整报告年度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支出

借：库存商品  800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800 000

2、纳税调整

因该销售退回发生于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

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调整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

所得税，有关的会计分录为：
（1）调整报告年度的所得税和应交所得税

借：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40×33%）  132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32 000

（2）结转报告年度未分配利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68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68 000

例8：甲公司2002年度财务报告于2003年4月20日经董

事会批准对外报出，其2002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于2003年2

月15日完成。2003年3月10日，甲公司收到2002年10月销售

给某客户的商品退回，客户同时提供了有关的退货凭证，该

批商品的销售价格为220万元，在甲公司的实际成本为160

万元，相关退货款已由银行存款支付。假定该公司2002年度

所得税汇算清缴时确定的应交所得税为792万元，同时假定

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 ，适

用的所得税税率为33%。该公司2003年度按照会计制度及

相关准则的规定确定的利润总额为2 000万元。
1 、会计处理

因该销售退回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与其相关的

收入和成本应相应调整报告年度会计报表的相关项目，有

关的会计处理为：
（1）调整报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或其他业务收入

借：以 前年度损益调整  2 200 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374 000

贷：银行存款  2 574 000

（2）调整报告年度主营业务支出或其他业务支出

借：库存商品  1 600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1 600 000

2、纳税调整

该销售退回虽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但因发生于

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后，按照税法规定不能再调整

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而应作为本年度

即2003年度的纳税调整事项，相应调整2003年度的应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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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
甲公司因该销售退回产生于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

以后，其有关的纳税调整应视甲公司采取的所得税会计核

算方法而定。
（1）应付税款法

如果甲公司所得税的会计核算采用应付税款法，则因

销售退回发生时，报告年度的所得税汇算清缴已经完成，不

能再调整报告年度的所得税费用和应交所得税，而应作为

本年度即2003年的纳税调整事项。
①2002年度会计报表

结合例8的情况，在调整了报告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

（或其他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支出）科目后，

对于报告年度会计报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和 “应交税金——

应交所得税”科目不再调整。
结合本例中甲公司已进行的会计处理，结转报告年度

未分配利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00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600 000

②2003年度会计报表

结合例8的情况，对于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以后至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销售退回，应作为本年度

即2003年度的纳税调整事项。
2003年度应纳税所得额=2 000-（220-160）=1 940（万元）

2003年应交所得税=1 940×33% =640.20（万元）

确认所得税费用的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  6 402 00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6 402 000

（2）纳税影响会计法

如果甲公司对所得税的会计核算采用纳税影响会计

法，则因销售退回发生时，报告年度（2002年）的所得税汇算

清缴已经完成，不能再调整报告年度的应交所得税，但需调

整报告年度的所得税费用，同时确认递延税款。
①2002年度会计报表

结合例8的情况，在调整了报告年度的主营业务收入

（或其他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支出）科目后，

对于报告年度会计报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和递延税款也应进

行相应的调整。对于例8中的情况，会计处理为：
借：递延税款（600 000×33%）  198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调整2002年所得税费用）  198 000

报告年度未分配利润：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02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402 000

②2003年度会计报表

对于例8中的情况，甲公司在确认2003年度的所得税费

用和应交所得税时，应将2002年会计报表中因日后事项期

间发生的销售退回的所得税影响予以转回，会计分录为：

借：所得税  6 600 000

贷：递延税款  198 000

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6 402 000

（未完待续）   责任 编辑   孙 蕊

法规介绍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若干审批项目后续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发〔2003〕12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局内

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搞好已调

整行政审批项目后续工作的意见》（国审改发〔2003〕1 号）的通知，

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变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国发〔2003〕5 号）的规定，现就国务

院决定取消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若

干行政审批项目的后续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取消企业列支职工工资、福利费标准审核的后续

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

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企业支付给

职工的工资 、福利费，应当报送其支付标准和所依据的文件及有关

资料，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准予列支。取消上述审核后，企

业在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时，应该同时报

送其所支付的工资、福利标准和所依据的文件等有关资料备案。以
后年度工资 、福利费支付标准没有发生变化的，可以不再重复报

送；支付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在办理年度所得税申报时将标准变化

情况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在审核企业工资 、福利费时，应对企业报送

的资料，进行认真审核。其中对福利费的列支标准，应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为其雇员提存医疗保险等三

项 基金以 外的职工福利类费用税务处理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

〔1999〕709 号）规定的标准执行。

二、取消企业计提坏账准备金批准的后续管理

根据税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从事信贷、租赁行业的

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报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后，按照年末放

款余额（不包括银行间拆借），或者年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应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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