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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估价入账的会计处理

对于已经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
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
》
准则
应用指南
规定：应按照估计
价值确认为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
待办理了竣工决算后，再按实际成本调整原来的暂估
价值，但是不需要调整原已计提
的折旧额。因此，对于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
，会计核算其实也是要“暂估”入账的。但对以前多计提或少计提的折旧不用追索
调整。会计处理：

暂估固定资产做以下账务处理：

借：固定资产-暂估

贷：在建工程/应付账款等

在上述分录的下月开始，计提累计折旧，做以下账务处理：

借：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折旧费

贷：累计折旧

企业取得全额发票后，如果发票额小于暂估额，做以下账务处理：

借：固定资产-原值（发票额）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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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贷：固定资产-暂估

企业取得全额发票后，如果发票额大于暂估额，做以下账务处理：

借：固定资产-原值（发票额）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如有）

贷：固定资产-暂估

应付账款

企业如果购进货物或服务等，在没有收到销售方开具的发票前应做“暂估入账”处
理。在多数情况下，一般纳税人实务中对于暂估入账的，都是按照合同或提货单等
注明的不含税价
做暂估入账。比如，一般纳税人购进原材料，在没有收到销售方开具的发票前原材
料已经入库的：

1.暂估入库的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xx材料

贷：应付账款-xx供应商

2.次月初红字冲销上月的暂估入账的会计分录：

借：原材料-xx材料（红字）

贷：应付账款-xx供应商（红字）

说明：企业在使用ERP等软件时，该分录将会有系统自动生成。

3.如果收到了销售方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借：原材料-xx材料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2 / 4



智行理财网
材料暂估入库的会计分录--购买原材料暂估入库的会计分录

贷：银行存款/应付账款-xx供应商

4.如果购买方继续没有收到发票的，ERP系统在次月末将会自动生成暂估入账的会
计分录，再下月初将会自动红字冲销；以此循环至企业收到发票为止。

综上所述，一般纳税人在暂估入账按照不含税金额暂估的情况下，对于未收到专票
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需要确认；如果是小规模
纳税人，不能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更加不需要考虑确认增值税进项税额的问题，
对于暂估入账的金额直接按照含税金额暂估计入购入资产成本即可。

二、资产估价入账的企业所得税处理

对于估价入账的固定资产，《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
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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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存货，根据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34号公告)
规定，企业当年度实际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由于客观原因未能及时取得该成本
、费用的有效凭证，企业在
预缴季度所得税时，可暂按账面价值
发生额进行核算；但在汇算清缴时，应补充提供该成本、费用的有效凭证。

三、资产估价入账的税会差异

会计核算是不考虑是否取得发票，都进行正常会计核算。而在企业所得税上，因为
未依法索取发票不允许税前扣除，因此，如果购买方继续没有收到发票的，在年度
汇算清缴期间仍未取得发票的情况下，应当对已计提折旧要进行纳税调整。

但对固定资产估价入账与企业所得税就存在很大差异：

一是估值依据不同。会计准则
上，有固定资产初始计量的规定，并没有明确具体的估值方式；税收上，要求暂按
合同金额，税收上估值可能小于会计估值。比如，资本化的利息，就不会包含在合
同金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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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暂估入账前提不同。
会计暂估前提，是已达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竣工决算的；税收上暂估前提，投入
使用后，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额发票的。会计上对未投入使用的，可暂估入
账；税收上必须是实际投入使用之后；“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额发票的”，
这个表述比较难以执行。是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工程款项尚未结清+未取得全
额发票？如果款项已结清，但未能及时取得全额发票的，暂估入账的对应折旧，不
得税前扣除？为何表述为“工程款项”？直接外购不需安装的固定资产，不是工程
款项，就不得对暂估入账的对应折旧税前扣除了？从企业所得税立法本意，应当包
括应当予以资本化的所有支出。

三是已计提折旧是否调整不同。对于暂估的入账价值
或计税基础，会计和税收上都可予以调整。对于已计提折旧，会计上明确不需要调
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税收上，
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15号
第六条规定，对企业发现以前年度实际发生的、按税收规定应在税前扣除而未扣除
或少扣除的，做出说明后，准予追补至该项目发生年度计算扣除，但追补确认期限
不得超过5年。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
第十七条规定，除发生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以前年度应当取得而未取得
发票、其他外部凭证，且相应支出在该年度没有税前扣除的，在以后年度取得符合
规定的发票，相应支出可以追补至该支出发生年度税前扣除，但追补年限不得超过
五年。

值得注意的是：
适用5年追溯的，其原暂估的计税基础和税前扣除的折旧应一并追溯调整。但调整
是在业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12个月内进行：企业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12个月内
取得发票的，可以调整投入使用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其以前年度按暂估价计提的
折旧也应相应调整；对于固定资产投入使用12个月后取得发票的，调整该项固定资
产计税基础，但不需要调整原已计算扣除的折旧额，其以后年度的折旧按调整后的
计税基础减已提取折旧额后的资产净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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