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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新聞／財經版編輯： ㆓零零㆓年九月五日 
（請即日賜刊）（請即日賜刊）（請即日賜刊）（請即日賜刊）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經修訂之收益稅會計準則及發表兩項相關詮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經修訂之收益稅會計準則及發表兩項相關詮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經修訂之收益稅會計準則及發表兩項相關詮釋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經修訂之收益稅會計準則及發表兩項相關詮釋 
 

香港會計師公會（公會）最近發表以㆘有關收益稅的財務報告準則： 
 
•  會計實務準則（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收益稅」； 
•  詮釋第 20 號「收益稅 ― 收回經重估之不減值資產」；及 
•  詮釋第 21 號「收益稅 ― 企業或其股東稅務狀況之改變」 

 
該等準則以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所頒布之相應準則為藍本，並取代以往的實

務準則第 12 號「遞延稅項的會計處理」（「舊實務準則」）。 
 

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對當期稅項與遞延稅項的處理均有作出規定，

比舊實務準則更為全面。在當期收益稅方面，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基本

㆖維持㆒貫的會計處理方式，故預期不會使現行做法出現重大轉變。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有關當期稅項會計處理的㆒般規定載於本新聞稿之附件，以供

參考。 
 
 然而，在遞延稅項的會計處理方面，由於新舊準則的處理方法有異，因此將

會改變現行做法。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關於遞延稅項會計處理的主要原

則載於本新聞稿附件，以供參考。在㆒般情況㆘，企業根據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

訂本）所呈報的遞延稅項金額將會有所增加，這是由於新舊準則之間存在以㆘主

要差異所致： 
 

•  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規定，除少數例外情況外，㆒律按所有遞

延稅項負債和資產確認遞延稅項，作出全數準備。相對於舊實務準則的

部分準備規定，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並不要求考慮有關遞延稅

項資產及負債是否可能於未來收回或清付。舉例而言，根據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如資產在重估後之帳面值與評稅基準有所差異，即使： 
 

(i) 有關企業無意出售有關資產；或 
 

(ii) ㆖述稅項負債因出售有關資產所得之款項再投資於類似資產而可

予遞延， 
 

企業亦須將有關差異所引致的遞延稅項負債或資產計算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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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採用資產負債表法，注重資產負債表所列

資產或負債帳面值在日後收回或清付時所產生的稅務影響（「暫時差

異」）；舊實務準則則較著重損益表，以及計算評稅時之盈虧與財務報表

所示業績之間差異的稅務影響（「時間差異」），而有關差異將於其後期

間轉回。所有時間差異均為暫時差異。暫時差異亦會於並無產生時間差

異之情況㆘出現，如企業合併成本值已按個別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予以

分配，但在評稅時並無作出相應調整，則只會出現暫時差異。 
 

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之做法確保有關遞延稅項的呈報與國際最佳做

法看齊。 
 
公會之會計準則委員會主席路沛翹先生表示：「遞延稅項的會計處理㆒直被

視為香港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出現主要分歧的範疇。在此項收益稅實務準則

的修訂實施後，我們向完全結合國際會計準則的最終目標又邁進㆒大步。」 
 

香港會計師公會是香港唯㆒的法定專業會計師註冊組織，專責監管本港的會

計專業，會員㆟數接近㆓萬名。公會定期就不同的範疇頒布專業會計師必須遵守

的專業準則。 
 
 

- 完 - 
 
 

（本新聞稿由本新聞稿由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287 7228

聯絡本會公共關係部陳群香小姐或李德貞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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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 實務準則第實務準則第實務準則第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之規定號（修訂本）之規定號（修訂本）之規定號（修訂本）之規定 
 
當期稅項的會計處理 
 
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有關當期稅項會計處理的㆒般規定如㆘： 
 
•  目前或過往期間的當期稅務負債（資產），應按當時實施或於結算日實際有效

的稅率（及稅務條例）所釐定的預期繳付稅務機構（預期由稅務機構退回）

的款項計算。 
 

•  目前和過往期間的未付稅項按負債確認；相反，多付稅項或可追溯抵銷過往

稅項的稅務虧損則按資產確認。 
 
遞延稅項之會計處理 

 
實務準則第 12 號（修訂本）有關遞延稅項會計處理的主要原則如㆘： 
 
•  按企業未來所收或所付經濟利益之形式收回或清付企業資產負債表內資產或

負債之帳面值，從而引致之未來稅務影響，將構成遞延稅項或資產，按㆘以

基準計算： 
 

資產或負債之帳面值 - 就評稅而言屬於有

關資產或負債之款

額（「評稅基準」） 

= 應課稅或可抵免之暫

時差異 

應課稅或可抵免之暫時差異 x 稅率 = 遞延稅項資產或負債 
 

舉例 ：  ㆒項資產成本為 1,500 元，帳面值 1,000 元（即成本減折舊 500 元），

則評稅基準為 600 元（即成本減累計免稅額 900 元），而適用稅率為

16%。企業收回帳面值 1,000 元的同時，將出現應課稅收入 1,000 元，

但僅可額外獲得 600 元免稅額。因此，該企業在收回資產的帳面值

時，將須繳付 64 元收益稅（即（1,000 元 - 600 元）x16%）。帳面值

1,000 元與評稅基準 600 元之間有 400 元應課稅暫時差額。因此，按

稅率 16%及應課稅暫時差額 400 元計算，遞延稅項負債為 64 元。 
 

•  稅務法例容許結轉的未利用稅務虧損亦可產生遞延稅項資產，其數額按以㆘

算式計算： 
 

未利用稅務虧損  x 稅率  = 遞延稅項資產 
 
•  未來稅務影響，按照可反映企業於結算日預期收付資產或負債方式的稅率及

評稅基準（如收益稅基準或資本收益稅基準）計算。（舉例：㆒項資產之帳面

值為 1,000 元，而評稅基準為 600 元。資產如用以出售，則適用稅率為 20%，

如用以產生其他收入，則稅率為 30%。換言之，如企業預期日後將出售資產

而不作其他用途，則有關遞延稅項負債為 80 元（即 400 元 x20%）；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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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將留用有關資產以收回其帳面值，則有關遞延稅項負債為 120 元（即 400
元 x30%）。）  

  
•  除少數例外情況外，所有遞延稅項負債應於資產負債表入帳；而將來可能有

足夠應課稅溢利收回的遞延稅項資產，亦應於資產負債表入帳，惟在少數例

外情況㆘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