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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世界的商业正变得更为全球化，且如今会计准则制定者的大部分关注点在于会计规定的全球一
致化。
在此背景下，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下简称为“ifrs”）作为全球商业用语变得愈发重要。
ifrs旨在成为一套全面性、中性的原则，向投资者、借款方、债权人及其他需在资本市场中作出决策的
人士提供一致的、可比较的、相关的及可靠的财务信息。
普华永道致力于将这些财务准则推广给财务报表编制者及使用者这一共同目标。

　　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指引是对ifrs的全面性实务指引，该指引是基于普华永道全球成员机构网
络丰富的经验予以归纳而成的。
对如何按照ifrs编制财务报表提供了简明的阐述，并附有诸多实务示例。

　　鉴于ifrs对中国的许多公司的重要性及中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持续趋同，普华永道中国已着手开始了
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项目，即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指引译成中文。
我们诚挚地希望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务指引及其中文翻译能够提供实用的见解，并能够作为会计原
则与其具体应用之间的桥梁来帮助财务总监、会计人员、审计人员、分析人员及其他财务报表使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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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缩写及词汇对照
引言
国际会计准则第12号——所得税
目标
范围
当期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引言
当期所得税负债和当期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当期所得税的确认
计入损益的项目
确认在损益外的项目
预提所得税和直接所得税
支付的股利和其他应付利息
收取的股利和其他应收利息
直接所得税
适用非标准税率的所得和费用
当期所得税负债和资产的计量
已颁布及实质上已完成立法的税率和税法
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折现
不确定的纳税主张
不确定的纳税主张相关的利息和罚款
与所得税相关连的其他费用
与所得税费用相连接的专业人员服务费
递延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引言
一般原则
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暂时性差异的汇总
计税基础
一般原则
资产的计税基础
负债的计税基础
预收收入的计税基础
无账面价值的项目的计税基础
并非即刻显而易见的计税基础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可用来抵销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的来源
现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的未来转回
未来应纳税所得额
税务筹划机会
未使用的可抵扣亏损和未使用的税款抵减
经营性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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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性亏损
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影响
可收回性的重新评价
按照由多个主体构成的组合对可收回性进行评估
确认规则的例外情况
业务合并所产生的商誉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
未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的后续变化
计量问题
引言
税率变动
平均税率
资产或负债的预期收回或清偿方式
双重收回方式
双重收回方式一初始确认例外规则所带来的影响
通货膨胀调整所带来的影响
不动产的价值下调
预期收回方式的意图的变更
股利的所得税后果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折现
主体或其股东纳税状况的改变
实务中的应用
加速资本性扣除
政府补助
租赁
弃置资产及义务
退休后福利
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交易
以权益结算的交易
以现金结算的交易
非货币性资产的重估价
一般原则
应折旧资产的重估增值
应折旧资产的重估减值
非折旧资产的重估增值
非折旧资产的重估减值
滚动式和缓缴抵免
税务上的重估价
投资性房地产
以公允价值载于账上
以成本载于账上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入或转出
无形资产
金融工具
以公允价值载于账上的金融资产
以摊余成本载于账上的金融资产
混合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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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公司、分支机构、联营以及合营的投资
对分支机构的投资
对税务透明主体的投资
合并财务报表中所得税的会计处理
引言
业务合并
公允价值调整
税务上可抵扣的商誉
收购时确认的额外资产及负债
被购买方采用初始确认例外规则所引起的调整
被购买方未确认的可抵扣亏损
购买方的未确认可抵扣亏损
反向收购
集团内部交易的所得税影响
对子公司、分支机构、联营及合营的投资
引言
对子公司的投资
管理层对子公司未分配利润意图的改变
对分支机构的投资
对联营的投资
对合营的投资
对于公司、联营及合营的投资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税务透明主体的投资（合并问题）
外币折算
外币资产及负债
境外子公司、联营及合营
境外分支机构
减免税期
投资税款抵减
列报和披露
一般原则
会计政策
资产负债表中的列报
抵销
业绩报表和权益
计入损益的项目
在损益外确认的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账面价值的变动
境外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的汇兑差额
附注中的披露
所得税费用（收益）分析
终止经营
所得税费用与会计利润间关系的说明
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的分析（资产负债表）
未确认暂时性差异
股利的所得税后果
亏损主体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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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不确定性
与所得税有关的或有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适用税率的变化
与所得税有关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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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3.1 70资产及负债账面价值的收回或清偿所导致的所得税后果可能取决于资产的收回
方式或负债的清偿方式。
从而，计税基础可能随着资产或负债在实务上将可能如何收回或清偿而有所不同。
例如，某一资产的账面价值在正常情况下是通过使用、出售或使用并出售的方式收回的。
如果资产是通过使用来收回的，其在税务上累计可抵扣的金额可能会与资产出售时可抵扣的金额不同
，例如，由于根据通货膨胀指数对成本基础进行调整。
13.1 71在某些税收管辖区，经营性所得及资本利得可能适用不同的税率。
例如，如果主体预期出售一项资产且该交易仅征收资本利得税，则其在资产负债表日应以适用于资本
利得的税率计量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另一方面，如果主体预期保留该资产且通过使用来收回其账面价值，则应以适用于应纳税所得额的税
率记录递延所得税负债。
13.1 72因此，IAs12要求主体使用与其管理层在资产负债表日预期收回或清偿资产和负债账面价值的方
式相一致的税率和计税基础，来计量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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