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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会计和税收都属于历史和经济的范畴。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和税收存在紧密联系，会计立足于微观企业但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连
，而税收则基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而对具体的企业实施征收管理。
尽管会计和税收之间互相促进、联系紧密，但从总体上看，两者又在按照各自的方向独立发展。
会计与税收不同的职能和学科属性决定了会计与税收在其制度设计过程中遵循不同的目标、处理原则
以及业务规范，会计和税收之间的差异客观存在。
　　当前，我国的会计和税收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
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范围内率先实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已实现国际趋同，其一大亮点是导入了
“全面收益观”，财务会计的重心由利润表转向资产负债表。
到2010年左右，所有大中型企业将全面实行《企业会计准则》。
与此同时，长期分离的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也得以统一，所有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都已于2008年1
月1日起开始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国际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与“合二为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使得会计与税
收差异的制度基础发生改变。
在这一新制度框架下，会计与税收差异由单一的利润表差异扩展为分别基于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的双
向差异。
厘清会计与税收差异，将会为企业正确计算缴纳所得税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为会计上递延所得税
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与计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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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会计和税收作为经济体系中的不同分支，两者之间的差异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具体
形态。
“国际趋同”的会计准则与“合二为一”的所得税法使得会计与税收差异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由“收
入／费用观”下的利润表差异扩展为“资产／负债观”下的资产负债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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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9条规定：“企业应当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确认、计
量和报告。
即凡是当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
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
”与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是收付实现制，后者是行政单位会计所采用的会计基础，它是以收到或支付
的现金作为确认收入和费用的依据；事业单位会计除经营业务可以采用权责发生制外，其他业务也采
用收付实现制；而企业会计则统一要求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基础。
　　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没有专门条款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这是因为应
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个别条款或规定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9条规定：“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
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
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人和费用。
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此可见，所得税法中采用的是一种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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