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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国家税收》、《中国税制》和《会计学原理》为基础，全面介绍
了纳税会计的基本理论、企业各项涉税业务的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以及各税种的纳税申报办法。
本书结构合理、通俗易懂、实例丰富、应用性强，在书中附有学习目标、技能目标、关键概念、思考
题和技能题，便于学生复习和教师教学。
本教材既继承了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又吸收了国际上最新的税务管理研究成果，充分考虑了学科体
系的完备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突出了人才培养的实践应用特色，力求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上突出起
点高、立意新、资料全、注重应用能力培养的特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税收、会计、财政等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作为广大税务干部、税务中介机构和
企业财务人员继续教育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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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晴海，1972年12月出生，江西德艺文化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会计学副教授，中国会计学会会员，浙
江大学会计学学士，香港科技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电子科技大学工程硕士。
先后任职于深圳锦发公司、鸿发企业集团、江西德艺文化有限公司等单位，历任主办会计、会计经理
、审计经理和财务总监等职务。
先后执教于江西经济管理学院、南昌航空大学、华东交通大学等院校。
主要出版有《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旅游会
计》、《资产评估学》、《电算化会计》、《网络会计》(2008年江西省高校优秀教材)、《银行会计
学》、《国际结算》等著作，主持课题研究若干项，发表论文多篇。
在教学过程中，擅长将理论充分融入到实务应用中，受到学生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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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营业收益是指企业通过其经常性的主要经营活动而获得的收入，通常表现为现金流入或其他资产
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其税额的课征标准一般按正常税率计征。
　　资本收益是指在出售或交换税法规定的资本资产时所获得的利益，如投资收益、出售或交换有价
证券的利益等。
资本收益的课税标准具有许多不同于营业收益的特殊规定。
　　因此，为了正确地计算所得税负债和所得税费用，就应该有划分两种收益的原则和具体的划分标
准。
这一原则在美、英等国的所得税会计中有非常详尽的规定，我国在这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四）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是财务会计的一般规范。
将其应用于所得税会计，便成为支持“所得税跨期摊配”的重要指导思想。
将所得税视为一种费用的观点意味着，如果所得税符合确认与计量这两个标准，则应计会计对于费用
就是适宜的。
应用应计会计和与之相联系的配比原则，就意味着要根据该会计期间内为会计目的所报告的收入和费
用来确定所得税费用，而不考虑为纳税目的所确认的收入和费用的时间性。
也就是说，所得税费用与导致纳税义务的税前会计收益相配比（在同期报告），而不管税款支付的时
间性。
这样，由于所得税费用随同相关的会计收益在同一期间确认，从配比原则的两个特征——时间一致性
和因果性来看，所得税的跨期摊配方法也符合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
　　（五）确定性原则　　确定性原则是指在所得税会计处理过程中，按所得税法的规定，在纳税收
入和费用的实际实现上应具有确定性的特点。
这一原则应用于所得税纳税收入确认，必然要求所取得的收入是确定的；而将其应用于所得税的税前
扣除，也必然要求凡税前扣除的费用，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
　　（六）可预知性原则　　可预知性原则是支持并规范“债务法”的原则。
债务法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确认模式，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资产负债表
，所报告的资产和负债金额将分别收回或清偿。
因此，未来年份应税收益只在逆转差异的限度内才被认可，即未来年份的应税收益仅仅受本年暂时性
差异的影响，而不预期未来年份赚取的收益或发生的费用。
将可预知原则应用于所得税会计处理，提高了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流动性和财务弹性的预测价值。
因此，在该原则下支持并规范的债务法被我国新的会计准则所唯一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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