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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號號號「「「「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一一一一、、、、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號號號「「「「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之之之之目的目的目的目的及意及意及意及意旨旨旨旨 國際會計準則第 12 號「所得稅」（以下簡稱 IAS12）之目的係訂定所得稅會計處理。所得稅會計處理之主要議題係如何處理下列事項之當期及未來租稅後果： 

(a) 於企業財務狀況表中所認列資產（負債）帳面金額未來之回收（清償）；及 

(b) 於企業財務報表中認列之當期交易及其他事項。 就 IAS12之目的而言，所得稅包括以課稅所得為基礎之所有國內及國外稅款。所得稅亦包括諸如子公司、關聯企業或合資因分配予報導個體應繳付之扣繳稅款。 

IAS12 不處理政府補助（見國際會計準則第 20 號「政府補助之會計處理及政府輔助之揭露」）或投資抵減之會計方法。惟本準則處理可能由此種補助或投資抵減所產生之暫時性差異之會計。 

二二二二、、、、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國際會計準則第 12號號號號「「「「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之原則 

1. 課稅基礎課稅基礎課稅基礎課稅基礎 某項資產之課稅基礎，係指報稅上可減除之金額，以抵銷當企業回收該資產之帳面金額所流入之應課稅經濟效益。若該等經濟效益不課稅，，，，則資產之課稅基礎等於其帳面金額。某項負債之課稅基礎，係指其帳面金額減去未來期間報稅上與該負債有關之任何可減除金額。收入若為預收，其所產生負債之課稅基礎係其帳面金額減去未來期間不必課稅之任何收入金額。 

2. 當期所得稅當期所得稅當期所得稅當期所得稅負債及當期所得稅資產之認列負債及當期所得稅資產之認列負債及當期所得稅資產之認列負債及當期所得稅資產之認列 當期所得稅係指與某一期間課稅所得（課稅損失）有關之應付（可回收）所得稅金額。本期及前期之當期所得稅尚未支付之範圍應認列為負債。若與本期及前期有關之已支付金額超過該等期間應付金額，則超過之部分應認列為資產。課稅損失可遞轉前期以回收以前期間之當期所得稅者，其相關利益應認列為資產。 

3. 遞延所得稅遞延所得稅遞延所得稅遞延所得稅負債及負債及負債及負債及遞延遞延遞延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認列所得稅資產之認列所得稅資產之認列所得稅資產之認列 暫時性差異係指資產或負債於財務狀況表之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礎之差異。暫時性差異可能為下列兩者之一： 

(a) 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指當資產或負債之帳面金額回收或清償，於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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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期間之課稅所得（課稅損失）時，將產生應課稅金額之暫時性差異。 

(b) 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指當資產或負債之帳面金額回收或清償，於決定未來期間之課稅所得（課稅損失）時，將產生可減除金額之暫時性差異。 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應課稅暫時性差異 

(1) 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異皆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遞延所得稅負債係指與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有關之未來期間應付所得稅金額。但下列情形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債除外： 

(a) 商譽之原始認列；或 

(b) 於某一交易中，資產或負債之原始認列，該交易： 

(i) 非屬企業合併；且 

(ii) 於交易當時既不影響會計利潤亦不影響課稅所得（課稅損失）。 惟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及關聯企業以及合資權益相關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應依 IAS12第 39段之規定認列遞延所得稅負債。 

(2) 當收益或費損於某一期間計入會計利潤，但於不同期間計入課稅所得時，會產生某些暫時性差異。此類暫時性差異常被稱為時間性差異。此類暫時性差異屬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並因而產生遞延所得稅負債。 

(3) 暫時性差異亦產生於下列情況： 

(a) 企業合併所取得之可辦認資產及承擔之可辨認負債係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3號「企業合併」以其公允價值認列，但報稅上並未作相應之調整（見IAS12第19段）； 

(b) 將資產重估價，但報稅上並未作相應之調整（見IAS12第20段）； 

(c) 企業合併時產生之商譽（見IAS12第21段）； 

(d) 資產或負債原始認列時之課稅基礎與其原始帳面金額不同，例如，企業受惠於與資產有關之免稅政府補助（見IAS12第22及33段）；或 

(e) 投資子公司、分公司及關聯企業或合資權益之帳面金額與該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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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或權益之課稅基礎不同（見IAS12第38至45段）。 可減除可減除可減除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暫時性差異暫時性差異暫時性差異 

(1) 所有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在其很有可能有課稅所得以供此差異使用之範圍內，皆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除非該遞延所得稅資產係由某一交易中資產或負債之原始認列所產生，該交易： 

(a) 非屬企業合併；且 

(b) 於交易當時既不影響會計利潤亦不影響課稅所得（課稅損失）。 惟與投資子公司、分公司及關聯企業以及合資權益相關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應依第 44段之規定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2) 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可減除暫時性差異之例為： 

(a) 於決定會計利潤時，退休福利成本可能在員工提供服務時即減除，但於決定課稅所得時，則當企業支付提撥金至基金或當企業支付退休福利時，方予減除。該負債之帳面金額與其課稅基礎間存在暫時性差異；該負債之課稅基礎通常為零。此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將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因其經濟效益將於支付提撥金或退休福利時以從課稅所得中減除之方式流入企業； 

(b) 研究成本於發生當期認列為費用以決定會計利潤，但於決定課稅所得（課稅損失）時，可能須待以後期間方可減除。該研究成本之課稅基礎（即稅捐機關允許於未來期間減除之金額）與帳面金額（零）間之差額，為可減除暫時性差異，將產生遞延所得稅資產。 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 對於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遞轉後期，企業在很有可能有未來課稅所得以供未使用課稅損失及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使用之範圍內，應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 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重評估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重評估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重評估未認列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重評估 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重評估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若未來課稅所得使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回收變成很有可能，於可回收之範圍內企業應認列先前未認列之遞延所得稅資產。 

4. 當期當期當期當期所得稅負債所得稅負債所得稅負債所得稅負債（（（（資產資產資產資產））））及遞延及遞延及遞延及遞延所得稅負債所得稅負債所得稅負債所得稅負債（（（（資產資產資產資產））））之衡量之衡量之衡量之衡量 

(1) 本期及前期之當期所得稅負債（資產），應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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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實質性立法之稅率（及稅法）計算之預期應付稅捐機關（自稅捐機關回收）金額衡量。 

(2)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應以預期資產實現或負債清償當期之稅率衡量，該稅率應以報導期間結束日已立法或已實質性立法之稅率（及稅法）為基礎。 

(3) 遞延所得稅負債及遞延所得稅資產之衡量，應反映企業於報導期間結束日預期回收或清償其資產及負債帳面金額之方式所產生之租稅後果。 

(4)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負債不得折現。 

(5) 企業應於每一報導期間結束日檢視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若已不再很有可能有足夠之課稅所得以供遞延所得稅資產之部分或全部之利益使用，針對無法使用之部分應減少遞延所得稅資產之帳面金額。在變成很有可能有足夠課稅所得之範圍內，任何原已減少之金額應予以迴轉。 

5.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之認列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之認列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之認列當期及遞延所得稅之認列 

(1) 當期及遞延所得稅除下列情況所產生者外，應認列為收益或費損並計入當期損益： 

(a) 於同期或不同期認列於損益之外（列入其他綜合損益或直接計入權益）之交易或事項（見 IAS12第 61A至 65段）；或 

(b) 企業合併（見第 66至 68段）。 

(2) 若所得稅與同期或不同期認列於損益之外之項目有關時，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亦應認列於損益之外。因此：  

(a) 與同期或不同期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項目有關之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應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見 IAS12第 62段）；或 

(b) 與同期或不同期直接認列於權益之項目有關之當期所得稅及遞延所得稅應直接認列於權益（見 IAS12第 62A段）。 

6. 所得稅資產及所得稅負債之所得稅資產及所得稅負債之所得稅資產及所得稅負債之所得稅資產及所得稅負債之互抵互抵互抵互抵 

(1) 企業僅於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始應將當期所得稅資產及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 

(a) 企業有法定執行權將所認列之金額互抵；且 

(b) 企業意圖以淨額基礎清償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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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業僅於同時符合下列條件時，始應將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互抵： 

(a) 企業有法定執行權將當期所得稅資產及當期所得稅負債互抵；且 

(b) 遞延所得稅資產及遞延所得稅負債與下列由同一稅捐機關課徵所得稅之納稅主體之一有關： 

(i) 同一納稅主體；或 

(ii) 不同納稅主體，但各主體意圖在重大金額之遞延所得稅負債或資產預期清償或回收之每一未來期間，將當期所得稅負債及資產以淨額基礎清償，或同時實現資產及清償負債。 

7. 所得稅費用之表達所得稅費用之表達所得稅費用之表達所得稅費用之表達 

(1) 與來自正常活動之損益有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應表達於綜合損益表。 

(2) 企業若依國際會計準則第 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2007年修訂）第
81 段所述於單獨損益表中表達損益組成部分，則應於該單獨報表上表達與來自正常活動之損益有關之所得稅費用（利益）。 

三三三三、、、、    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是否有課稅所得課稅所得課稅所得課稅所得供供供供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所得稅抵減使用抵減使用抵減使用抵減使用之可之可之可之可

能性判斷能性判斷能性判斷能性判斷 企業應考量下列條件，以評估將有課稅所得以供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使用之可能性： 

(a) 企業是否有足夠之應課稅暫時性差異，該應課稅暫時性差異係與同一稅捐機關下之同一納稅主體有關，且將產生應課稅金額以供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於逾期前使用； 

(b) 在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逾期前，企業是否很有可能將有課稅所得； 

(c) 產生未使用課稅損失之可辨認原因，是否不太可能再發生；及 

(d) 企業是否有稅務規劃機會，於未使用課稅損失或未使用所得稅抵減可使用之期間產生課稅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