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

行次 项        目
合同金额      

（交易金额）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额本年 累计 本年 累计

1 2 3 4 5 6（4-2）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收入（2+3+4） 　 　 　 　 　 　

2 （一）租金 　 　 　 　 　 　

3 （二）利息 　 　 　 　 　 　

4 （三）特许权使用费 　 　 　 　 　 　

5 二、分期确认收入（6+7+8） 　 　 　 　 　 　

6 （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收入 　 　 　 　 　 　

7 （二）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建造合同收入 　 　 　 　 　 　

8 （三）其他分期确认收入 　 　 　 　 　 　

9 三、政府补助递延收入（10+11+12） 　 　 　 　 　 　

10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1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 （三）其他 　 　 　 　 　 　

13 四、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14 合计（1+5+9+13）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税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十八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五)项所称利息收入，是指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
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债
券利息、欠款利息等收入。

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第十九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六)项所称租金收入，是指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
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第二十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七)项所称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是指企业提供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1.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使用费使用收入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例：东方集团公司2019年将设备出租给A公司使用，租赁期2019年7月1日到2022年6月30日，
合同约定年租金10万元，合同约定在租赁合同签订日一次性支付全部租金。
        根据税法规定，东方集团公司可以选择在2019年一次性确认租金收入，也可以根据国税函
〔2010〕79号的规定，选择分次均匀确认租金收入。如果东方集团公司选择第二种方法处理，则
不存在税会差异，如果选择第一种方法，在存在税会差异。
        假设东方集团公司会计处理在2019年-2022年分别按照5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
50000元确认收入，税收处理在2019年一次性确认300000元，则2019年纳税调增250000元，
2020-2022年度分别进行纳税调减处理。 下面二表分别为2019年度和2020年度汇算清缴填报数据：

行次 项目 
合同金额（交易金额）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
额 本年 累计 本年 累计 

1 2 3 4 5 6（4-2）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
费收入（2+3+4） 　 　 　 　 　 　 

2 （一）租金 300,000 50,000　 50,000　 300,000 300,000　 250,000

行次 项目 
合同金额（交易金额）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整金
额 本年 累计 本年 累计 

1 2 3 4 5 6（4-2）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
费收入（2+3+4） 　 　 　 　 　 　 

2 （一）租金 300,000 100,000　 150,000　 0 300,000　 -100,000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税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三条　企业的下列生产经营业务可以分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一)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的，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二)企业受托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飞机，以及从事建筑、安装、装配工程业务或

者提供其他劳务等，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按照纳税年度内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

入的实现。

2.分期确认收入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3.政府补助递延收入

会计规定 税法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
第八条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
益。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应当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按
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按照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
当期损益。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前被出售、转让、报废或发生毁损的，应
当将尚未分配的相关递延收益余额转入资产处置当期的损益。
第九条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分情况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一）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
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二） 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或冲减相关成本。
第十条 对于同时包含与资产相关部分和与收益相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应当区分
不同部分分别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应当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第十一条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
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计入营业外
收支。

财税〔2008〕 151号：
企业取得的各类财政性
资金，除属于国家投资
和资金使用后要求归还
本金的以外，均应计入
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注意：符合税收规定不
征税收入条件的政府补
助收入，本表不作调整，
在《专项用途财政性资
金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40）中纳税调
整。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例：东方集团公司2019年收到政府补贴收入100万元，用于节能、环保设备改造等设施，

设备2019年6月投入运行，预计设备使用寿命10年。该政府补贴不符合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

（不征税收入），公司收到该政府补贴时作为“递延收益”处理，2019年计提折旧5万元。

由于该补助用于购置固定资产，属于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需要分期确认并调整。

行次 项目

合同金额（交
易金额）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纳税调
整金额本年 累计 本年 累计

1 2 3 4 5 6（4-2）

9 三、政府补助递延收入（10+11+12） 　 　 　 　 　 　

11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000,000 50,000 50,000 1,000,000 1,000,000 950,000

12 （三）其他 　 　 　 　 　 　
      
13 四、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14 合计（1+5+9+13）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5020 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合同金额

（交易金额）

1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收入
（2+3+4） 　

2 （一）租金 　

3 （二）利息 　

4 （三）特许权使用费 　

5 二、分期确认收入（6+7+8） 　

6 （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收入 　

7 （二）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建造合同收入 　
8 （三）其他分期确认收入 　

9 三、政府补助递延收入（10+11+12） 　

10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1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 （三）其他 　

13 四、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14 合计（1+5+9+13） 　

第1列“合同金额或交易金额”：填报
会计处理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税收规定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的
项目的合同总额或交易总额。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5020 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

第2列“账载金额-本年”：填报纳税
人会计处理按权责发生制在本期确认
金额。

第3列“账载金额-累计”：填报纳税
人会计处理按权责发生制累计确认金
额（含本年）。

行次 项        目
账载金额

本年 累计
2 3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2+3+4） 　 　

2 （一）租金 　 　

3 （二）利息 　 　

4 （三）特许权使用费 　 　

5 二、分期确认收入（6+7+8） 　 　

6 （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收入 　 　

7 （二）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建造合同收入 　 　

8 （三）其他分期确认收入 　 　

9 三、政府补助递延收入（10+11+12） 　 　

10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1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 （三）其他 　 　

13 四、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14 合计（1+5+9+13）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5020 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

第4列“税收金额-本年”：填报纳税
人按税收规定未按权责发生制在本期
确认金额。

第5列“税收金额-累计”：填报纳税
人按税收规定未按权责发生制累计确
认金额（含本年）。

行次 项        目
税收金额

本年 累计
4 5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收入（2+3+4） 　 　

2 （一）租金 　 　

3 （二）利息 　 　

4 （三）特许权使用费 　 　

5 二、分期确认收入（6+7+8） 　 　

6 （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收入 　 　

7 （二）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建造合同收入 　 　

8 （三）其他分期确认收入 　 　

9 三、政府补助递延收入（10+11+12） 　 　

10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1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 （三）其他 　 　

13 四、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14 合计（1+5+9+13）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5020 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

第6列“纳税调整金额”：填报纳税人

会计处理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税

收规定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的差

异需纳税调整金额，为第4-2列的余额。

行次 项        目
 纳税调整

金额
6（4-2）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收入（2+3+4） 　

2 （一）租金 　

3 （二）利息 　

4 （三）特许权使用费 　

5 二、分期确认收入（6+7+8） 　

6 （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收入 　

7 （二）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建造合同收入 　

8 （三）其他分期确认收入 　

9 三、政府补助递延收入（10+11+12） 　

10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1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 （三）其他 　

13 四、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14 合计（1+5+9+13） 　



 表单填报情况详解

 

A105020 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

注意事项：

1、计入”其他收益“的未实际收到的应收

政府补助，以及实际收到而未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的政府补助，均填报第10行“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或第11行“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进行纳税调整。

2、未按权责发生制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营

业收入，填报第13行“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

确认的收入”进行纳税调整。

行次 项        目
 纳税调整

金额
6（4-2）

1 一、跨期收取的租金、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2+3+4） 　

2 （一）租金 　

3 （二）利息 　

4 （三）特许权使用费 　

5 二、分期确认收入（6+7+8） 　

6 （一）分期收款方式销售货物收入 　

7 （二）持续时间超过12个月的建造合同收入 　

8 （三）其他分期确认收入 　

9 三、政府补助递延收入（10+11+12） 　

10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11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2 （三）其他 　

13 四、其他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 　
14 合计（1+5+9+13） 　



2.2 表内、表间关系

1.第1行＝第2+3+4行。

2.第5行＝第6+7+8行。

3.第9行＝第10+11+12行。

4.第14行＝第1+5+9+13行。

5.第6列＝第4-2列。

（一）表内关系

（二）表间关系

1.第14行第2列＝表A105000第3行第1列。

2.第14行第4列＝表A105000第3行第2列。

3.若第14行第6列≥0，第14行第6列＝表A105000第3行第3列；

   若第14行第6列＜0，第14行第6列绝对值＝表A105000第3行第4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