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固定资产“没有发票”咋办？

业务案例

深圳公司建设了一栋办公楼，由城东建筑公司承建，合同金额 1800万元，

工程结算金额 1950万元，因工程进度、质量等方面的原因，与城东建筑公司产

生结算分歧，深圳公司迟迟未支付工程结算款，城东建筑公司也未对深圳公司开

具发票。

然而，该办公楼深圳公司已于 2017年 1 月 1 日投入使用，对于未取得发票

的固定资产，纳税有何风险？政策规定根据国税函〔2010〕79 号第五条规定，

企业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由于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额发票的，可暂按合

同规定的金额计入固定资产计税基础计提折旧，待发票取得后进行调整。但该项

调整应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 12个月内进行。风险分析深圳公司应当在办公楼

投入使用后，进行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的账务处理，同时按规定计提固定资产

的折旧，但应在 2017年 12 月 31日前取得结算发票，同时根据发票金额进行固

定资产原值调整。

如果未取得发票，那么，在 2017年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将进行纳税

调整，所计提折旧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2固定资产“产生利息超标”咋办？

业务案例

深圳公司建设了一栋办公楼，建设投入金额 1800万元，由于公司资金周转

困难，特向关联企业星鑫公司借款（未超过债资比），共产生建设期间的利息费

用 130万元，深圳公司按年息 12%支付给星鑫公司利息，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

款利率为 10%。

那么，深圳公司在利息资本化上，有何纳税风险？政策规定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企业为购置、建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经过

12个月以上的建造才能达到预定可销售状态的存货发生借款的，在有关资产购



置、建造期间发生的合理的借款费用，应当作为资本性支出计入有关资产的成本，

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企业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发生的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

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扣除。风险分析深圳公司支付给关联企

业的利息费用，虽然按会计处理原则可以资本化进入固定资产原值，但固定资产

使用期间所计提的折旧，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进行纳税调整，超过金融企

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部分，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3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时间”咋确定？

业务案例

深圳公司建设了一栋办公楼，合同金额 1800万元，工程结算金额 1950 万元，

因工程进度、质量等方面的原因，与城东建筑公司产生结算分歧，深圳公司迟迟

未支付工程结算款，城东建筑公司也未对深圳公司开具发票。

该办公楼 2016年 1 月 1 日全部建成，由于工程纠纷，一直未投入使用，直

到 2017年 1 月 1 日才投入使用。政策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

十九条规定，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计算的折旧，准予扣除。

企业应当自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计算折旧；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应当自停止使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风险分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固定

资产应用指南，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应当按

照估计价值确定其成本，并计提折旧；待办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

来的暂估价值，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因此，深圳公司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在 2016年转为固定资产，同时在 2016

年开始计提折旧，但在企业所得税前不能扣除，因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

只有投入使用后的固定资产，所计提的折旧才能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4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到底咋确定？

业务案例

深圳公司建设了一栋办公楼，合同金额 1800万元，工程结算单结算金额 1950

万元，企业财务在进行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时，预计净残值率为 5%，在使用

过程中，每年也会对固定资产净残值进行重新评估调整。政策规定根据《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企业应当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使用情况，

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不得变更。

风险分析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应用指南，企业应当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

对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进行复核，预计净残值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据有差异的，

应当调整预计净残值。

也就是说，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预计净残值与企业所得税法确认的预计净残

值是有差异。

1、在确认标准上，没有明确的标准，都由企业分析预计；

2、在变化上，企业会计准则可以调整预计净残值，而企业所得税法一经确定不

得调整。

因此，企业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发生变动时，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需

要调整回来，不得变动。

5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到底咋确定？

业务案例

深圳公司是从事生物药品制造的行业，2016年购入了价值 98 万元的研发设

备，专用于生物医药的研发，会计核算时按 10年使用期限进行折旧。根据相关

政策规定，该研发设备可以一次性进入成本费用。

那么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是否可以调整一次性进入成本费用呢？政策

规定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29 号文相关规定。企业固定资产采用的会

计折旧年限长于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视同会计与税法无差异，不需要在年



度汇算清缴时进行纳税调减。风险分析根据以上政策分析，也就是说，当计算的

固定资产折旧，如果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计提的折旧可

以在当期所得税前扣除，如果大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最低折旧年限（包括享受

加速折旧）计提的折旧需要在后期进行递延扣除。

简单说就是，当然会计的折旧金额小于税法折旧金额，按会计折旧金额计算

扣除，会计的折旧金额大于税法折旧金额，按税法的折旧金额计算扣除。

6固定资产“试运行收入”咋处理？

业务案例

深圳公司建造一条流水生产线，建设成本 500万元，在安装调试期间，进行

了试生产，产生试运行收入 5万元。

那么，安装调试期间的收入如何处理？政策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的规定，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以竣工结算前发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

从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按规定年限和方法提取折旧税前扣除。风险分

析固定资产在投入使用前，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如工程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应从“在建工程”科目转入“固定资产”科目。也就是说未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产生的收入，应冲减成本。

而在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中，固定资产从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按规定年限

和方法提取折旧税前扣除。因此，试运行期间取得的收入应按规定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很显然，试运行期间的收入，对固定资产的原值确认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

些差异都会带来纳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