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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递延资产会计简介
高正昶

从现有的日本会计文献看，日本没有单独制定递延

资产具体会计准则，其主要内容体现在日本企业会计

原则、商法和税法，以及企业会计原则与相关法令的调

整意见书中。

一、递延资产的定义和性质

关于递延资产的定义，在日本企业会计原则中，没

有作出专门规定。按照企业会计原则的解释：递延资产

是影响将来期间的特定费用，这些费用的特征是费用

已经支付或支付的义务已确定，与支出相应的服务提

供已接受，但其支出的效果预见会持续到将来。按照企

业会计原则与相关法令调整连续意见书的解释：递延

资产是服务已经提供完了的支出，它与预付费用的区

别在于预付费用是服务还未提供完了的支出。某种支

出作为递延资产处理的依据是支出已进行完了，由此

提供的服务已接受，但预见支出的效果或对收益的贡

献不仅涉及本期，而且会涉及到以后各期。可见，日本

对递延资产的性质特征主要可概括为下述两点：1.作

为递延资产其支出的效果涉及到几个会计期间；2.与

预付费用相比较，递延资产是服务已提供完了的支出。

在日本会计中，预付费用相当于我国的待摊费用，一年

之内的预付费用作为流动资产反映，超过一年的预付

费用不作为递延资产而在投资与其他资产项目中反

映。至于递延资产没有交换价值、不可转让等性质特

征，企业会计原则等会计规范和法律中都未指出，但这

些问题可见于日本的会计教科书中。

二、递延资产的内容

目前，日本企业会计原则和商法认可的递延资产有

下述 8 个项目。
1.创立费

创立费是企业从筹办起到法律上确立止的这段期

间所发生的费用。这些费用主要包括公司章程及各种

条款的编制费用，与股份募集、缴款等相关费用，创立

事务所的租赁费，有关人员工资，创立大会费用，发起

人报酬，企业注册登记费等。创立费能为企业设立和将

来发展带来效果，具有递延资产性质。商法规定：创立

费从企业设立起 5 年内平均摊销。
2.开业费

开业费是企业从法律上确立起到开始营业止的这

段期间所发生的费用。这些费用主要包括土地建筑物

的租赁费、广告宣传费、交通通讯费、事务所消耗品费、

有关人员工资、水电煤气等。与创立费相同，开业费具

有递延资产性质，商法规定：在开业后 5 年内平均摊

销。
3. 新股发行费

新股发行费是公司成立后，发行新股的直接支出。
在日本即便股票溢价发行，股票发行费用也不从溢价

中扣除，否则既减少了投资者权益又违反了资本性支

出与收益性支出区分原则。新股发行费的主要项目包

括募集股份广告费、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手续费、认股

证、股票等印刷费。新股发行费有助于企业资金筹集，

具有递延资产性质。商法规定：新股发行后 3年内平均

摊销。
4.公司债发行费

公司债发行费是发行公司债的直接支出。这些费

用包括广告费、金融机构及证券公司手续费、债券印刷

费、注册费等。与新股发行费相同，公司债发行费具有

递延资产性质。商法规定：在债券发行后 3年内平均摊

销。
5.公司债折价

公司债折价是债券发行价格低于面值的差额。会

计理论对公司债折价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

公司债折价是债券票面利率低于市场利率时，债券发

行公司对投资者以后各期少收利息的预先补偿。因此

公司债折价具有预付利息的性质。另一种解释认为：发

行公司债产生的债务不是面值，而是发行价格。公司债

折价是为了在资产负债表中表示净借入债务额对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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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的项目，因此它不是预付利息而是一个备抵

调整项目。按照前一种解释，公司债折价具有长期预付

费用的性质，不符合递延资产的性质。而按照后一种解

释，公司债折价是备抵调整项目，也不具有递延资产的

性质。关于公司债折价作为递延资产，日本会计理论界

是有异议的，这也是日本会计理论与实务相矛盾的地

方。在日本，公司债发行一般是折价发行。而从实际情

况看，公司债折价并非全由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

异中产生，而与债券发行公司的担保能力与收益能力

相关，即与债券发行公司的资信等级高低有关。资信等

级低的债券发行公司，即使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一致，

为了对资金筹集有利，也会折价发行债券。因此，日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司债折价具有资金筹集费用的性

质。如果这种理论成立，那么公司债折价与债券发行费

用在性质上倒是相同的，符合递延资产的性质。商法规

定：公司债折价在偿还期间内平均摊销。
6.开发费

开发费是指现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为采用

新技术、开发新资源、开拓新市场以及采用新经营组织

所支出的费用。开发费中不包括经常支付的费用，这种

支出与企业目前采用的技术以 及目前拥有的市场无

关。为采用新经营组织所支出的费用其效果也涉及到

将来。采用新技术的费用主要包括为引进新技术所支

付的专利权初始费用以及专有技术的费用。开拓新市

场的费用主要包括市场调查费、广告宣传费、营销人员

与代销店的培训指导费。采用新经营组织的费用包括

人员调整特别退休安置费、设备大规模迁移费及配置

费等。关于新资源开发费主要指矿业、天然气等特殊行

业的资源开发费，一般企业没有这方面的费用。商法规

定：开发费从支出开始 5年内平均摊销。
7.试验研究费

试验研究费指企业为试制新产品、研究新技术的

支出。试验研究费不包括为改良企业现时生产的产品

或生产技术的支出，因为这种支出具有经常发生的性

质，应计入当期损益。关于试验研究用的设备，如果认

为试验研究完了尚可使用，可先计入试验研究费，待试

验研究完了再估计设备的价值并冲减试验研究费。关

于试验研究阶段产生的收益应冲减试验研究费或增加

本期试验研究费的摊销额。对于试验研究成功，其摊余

价值无须转入资产或无形资产项目；而试验研究失败

其摊余价值也可全部转入营业外支出等项目。与开发

费相同，试验研究费是与本期收益无关的支出，具有递

延资产性质。商法规定：试验研究费从试验研究完了的

5 年内平均摊销。

8.建设利息

日本商法规定：铁路、水力发电等特殊行业的企

业，在成立 2 年后还不能全部对外营业时，可按照企业

章程规定，对股东派付股票发行价格 5% 以内的利息。
这种利息叫建设利息。向股东派付建设利息主要有助

于企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商法把建设利息作为递延

资产，从会计理论上说是很难解释的。日本一些会计学

者认为：建设利息本质上是股东出资的部分返还或者

是股利的预付，不具有递延资产的性质。建设利息在二

战前广泛在日本采用，二战后已很少见到。

三、税法上的递延资产

商法认为只有上述 8 个项目的支出，可作为递延资

产并按规定的年限摊销，但税法对商法认可的 8 个项目

除公司债折价外，既可以资本化计入递延资产，也可以

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这由企业选择决定。税法又规

定：费用支出效果涉及一年以上的下述项目支出应予

资本化，并按规定的年限摊销。这些项目主要包括：1.

公司债折价；2.企业改良自己使用的公共设计支出，如

道路、堤防、下水道的建设等；3.企业设置、改良共同设

施的支出，如商业街的拱顶、牌楼、遮阳伞、装饰用电灯

等；4.取得房屋建筑物租赁权的支出，如底金、拆迁费

等，但不包括取得土地租赁权的支出；5.接受劳务的支

出，如电脑软件设计开发费等；6.用于广告宣传赠送的

资产，如汽车、陈列棚等；7.其他如加入同行业团体会

员费、按合同支付给职业体育选手的费用。
由于税法与商法在递延资产的范围上及会计处理

上不一致，因此实务上一般是把税法规定的上述项目，

有些列入递延资产，有些列入投资与其他资产或无形

资产项目中。

四、递延资产披露事项

在资产负债表中，根据商法规定应单独设置递延

资产科目并列示其摊余价值。但如上所述，由于税法允

许企业选择资本化或费用化的处理，因此实务上递延

资产一般按税法处理，大部分属于递延资产的支出一

般都费用化，少部分按税法规定的资本化项目一般计

入投资及其他资产项目中。在资产负债表的注解中，主

要列示递延资产的处理方针。如一次摊销法还是分期

摊销法。另外当递延资产中的开业费、开发费、试验研

究费的合计额超过资本公积与盈余公积的合计额时，

必须附注其差额。商法规定：当企业分配股利时
，
如果

其差额存在，应从可分配利润中扣除其差额，然后才能

分配股利。  责任编辑  宋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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