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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开采主要包括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中国境内煤矿

主要以地下开采为主，依靠井巷资产在地下开展作业，采掘

工作面随着煤层的开采而逐渐移动。作为煤炭企业的重要生

产力要素之一，井巷资产具有数量庞大、种类繁杂、价值差

异大等特点。会计处理上，井巷资产通过折旧转移到产品成

本中，因此科学管理和准确核算井巷资产变得尤为重要。

基于行业特性，中国煤炭采掘业的固定资产，会计上通

常采用以下三种方法计提折旧：对于非井巷资产，采用平均

年限法；对于井巷资产，采用工作量法；对于安全费、维简

费形成的固定资产，一次性计提折旧。论文重点剖析井巷资

产折旧的税会差异。

对于安全费、维简费以外的支出形成的井巷固定资产，

通常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究其原因，主要是这类资产的

工作量通常与原煤的实际开采量密切相关。

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1]规定：“企业

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

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

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

税收处理

无论是作为直线折旧法的年限平均法，还是加速折旧法

的双倍余额递减法、年限总和法，税收都是认可的，唯独工

作量法例外。虽然《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工作量法属于固定

资产计提折旧方法的一种，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

选择使用工作量法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遗憾的是，《企

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对工作量法并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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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6年 5月 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关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有关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6]452号，该批复已于2011年1月4日废止），批复规定：“按

照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工作量法是根据实

际工作量计提固定资产折旧额的一种方法，与年限平均法同

属直线折旧法。在会计处理上按工作量法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的纳税人，可依照《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二十七条

的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2007年，《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相继出台，自

2008年 1月 1日起实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释义》提到：

“企业的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提取的折旧，准予扣除，按照

其他方法计提的折旧，应该根据直线法重新调整后，才准予

扣除。在会计上，企业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仍可以采取其

他折旧方法，或者同时采用直线法和其他折旧方法，只是采

用其他折旧方法计提的所谓折旧，在涉及缴纳企业所得税时，

是得不到税务机关的承认的。直线法又称平均年限法，它是

指按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平均计算折旧的一种方法。”至此，

国税函 [2006]452号文件名存实亡。

从资产全生命周期看，无论采用何种方法折旧，折旧总

额是相同的，但从资金时间价值看，工作量法会改变企业所

得税税款缴纳的时间分布，这种情况在近几年煤炭行业产能

过剩，国务院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推动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

背景下尤为凸显。

案例一：2019年 12月，A煤炭企业购入一项采煤设备，

原值 20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 10年，每年预计开采原煤 100

万吨，净残值率为5%，会计上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2020年，

因去产能影响，全年仅开采原煤 60万吨，则该采煤设备当年

会计折旧计提金额 =2000×（1-5%）×60/（10×100）=114

万元，税收允许扣除的折旧金额 =200×（1-5%）/10=190万元。

税会差异为 76万元。

通过案例可以看出，工作量法弥补了平均年限法只注重

使用时间，不考虑使用强度的缺点。采用工作量法计提折旧，

多采多提、少采少提、未采不提，更加符合配比原则。

煤炭安全费，是指企业按原煤实际产量从成本中提取，

专门用于煤矿安全生产设施投入的资金。煤矿维简费，是指

中国境内所有煤炭生产企业从成本中提取，专项用于维持简

单再生产的资金。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 <煤炭生产安全费用提取和使

用管理办法 >和 <关于规范煤矿维简费管理问题的若干规定

>的通知》（财建 [2004]119号）和《财政部、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

办法 >的通知》（财企 [2012]16号）的规定，煤炭企业应每

月按原煤产量提取安全费、维简费。

会计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财会 [2009]8号）

的规定：“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固定资产的，应

当通过‘在建工程’科目归集所发生的支出，待安全项目完

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确认为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形成

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确认相同金额的累计折旧。

该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

由此可知，煤炭企业使用提取的安全费、维简费形成固

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时，在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

当月，一次性计提折旧，以后月份不再计提折旧。

税收处理

①一般规定。

根据《关于煤矿企业维简费和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

费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6号）的规定：“煤矿企业实际发生的维简费支

出和高危行业企业实际发生的安全生产费用支出，属于资本

性支出的，应计入有关资产成本，并按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

提折旧或摊销费用在税前扣除。”

对于安全费、维简费形成的固定资产，会计处理时在固

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当月一次性计提折旧，而税务

处理时则在实际投入的次月起，以不低于税收最低折旧年限

计提的折旧，税前扣除。税会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②加速折旧。

根据《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18]54号）、《关于设备、器具扣除有关企业所得

税政策执行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 46号）

以及《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6号）的规定，企业在 2018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除房屋、

建筑物以外的固定资产），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万元的，允

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

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如果煤炭企业选择上述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解决安全费、维简费资本化支出的税会差异。但仍

有两处差异无法得以解决：一是安全费、维简费资本化支出

可能形成动产或不动产，但税收一次性扣除政策只针对动产；

二是安全费、维简费资本化支出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当月一次性计提折旧，而税收一次性扣除是在固定资

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所属年度一次性税前扣除，因此，对

于形成动产的安全费、维简费资本化支出，如果在当年 12月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即使税收采用一次性扣除

政策，税会也会存在差异。

案例二：2020年 12月，A煤炭企业新增一项安全费形

成的动产，原值 400万元，当月投入使用。会计处理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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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一次性计提 400万元折旧，并计入 2020年的成

本费用；税前扣除时，若采用一次性扣除政策，则应在该资

产投入使用的次月（2021年 1月）所属年度，即 2021年汇

算清缴时一次性税前扣除。

综上所述，煤炭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在折旧起止时间、折

旧年限、折旧方法上，会计规定与税收规定均存在很大差异，

煤炭采掘行业属于重资产行业，这极大地增加了煤炭企业固

定资产的管理成本。

作为重资产行业，煤炭企业每年都会构建大量固定资产，

同时也会报废（含正常报废和提前报废）大批量固定资产，

报废损失如何确定以及如何税前扣除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煤炭企业固定资产办理报废审批后，通常后续还会对报

废资产进行变价处置。此处所说的处置并非将仍有使用价值、

尚可继续使用的旧固定资产对外销售，而是将没有使用价值、

无法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分解为废品、废料对外销售。因报废

资产处置需按规定办理报批和报备手续，故很可能未能及时在

当年变价处置，而是间隔一两年后将资产分类后打包集中处置。

那么资产损失应当在报废当年确认还是在处置当年确认呢？

《关于发布 <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 >

的公告》[2]（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25号，以下简称

25号公告）将准予税前扣除的资产损失分为两类：实际资产

损失和法定资产损失。实际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实际处置、

转让资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损失，实际资产损失在其实际发

生且会计上已作损失处理的年度申报扣除；法定资产损失，

是指企业虽未实际处置、转让资产，但符合资产损失规定的

条件计算确认的损失，法定资产损失在符合法定资产损失确

认条件，且会计上已作损失处理的年度申报扣除。

区分两类损失的关键在于是否“实际处置、转让”资产。

而“实际处置、转让”通常要符合两个要件：一是企业主观

上有处置、转让的意图；二是企业客观上采取了处置、转让

的手段。

对于固定资产报废、毁损、盘亏、丢失、被盗等损失，

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因此属于法定资产损失，应当在资产报

废年度，而非变价处置年度申报扣除。

根据 25号公告的规定：“固定资产报废、毁损损失，

为其账面净值扣除残值和责任人赔偿后的余额，应依据以下

证据材料确认：……。”

纵观 25号公告全文，对于非货币性资产损失金额的确认，

可以看出：

凡是非货币性资产实体存在的，如报废、毁损、变质等，

损失金额 =账面计税基础 -残值 -责任人赔偿；

凡是非货币性资产实体不存在的，如盘亏、丢失、被盗等，

损失金额 =账面计税基础 -责任人赔偿；

那此处的残值如何理解？是残值变价收入还是预计净残

值？

残值变价收入

残值变价收入是指固定资产已没有使用价值 [3]，无法再

继续使用，将其分解后变卖废品、废料的收入，它是实际处

置报废固定资产时产生的残值收入，对应的损失应为实际资

产损失，而非法定资产损失，因此 25号公告的残值并非残值

变价收入。

预计净残值

将残值理解成税收上的预计净残值，是有一定的依据的。

一方面，25号公告对于存货报废、毁损或变质损失，需要提

供残值情况说明作为证据材料；另一方面，根据《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固定资产的预计净残值一经确定，

不得变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企业利用预计净残值人

为调节应纳税所得额的行为。

案例三：2018年10月，A煤炭企业两套液压支架（X和Y）

达到正常使用年限后报废。原值均为 1000万元，累计折旧均

为 950万元，预计净残值率均为 5%，A煤炭企业 2018年汇

算清缴计算资产报废损失时均按预计净残值 50万元进行了扣

除，则有：

2018年会计损失 =1000×2-950×2=100万元

2018年税收损失 =1000×2-950×2-50×2=0万元

税会差异 =0-（-50，负数代表损失）×2=100万元

本例中，2018年税收损失为 0，这意味着 A煤炭企业无

需确认固定资产报废损失。同时，会计损失与税收损失差异

100万元，2018年汇算清缴时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100万元。

案例四：承案例三，2020年，液压支架集中报批后当废

品变卖，X液压支架变卖收入 20万元，Y液压支架变卖收入

60万元，则有：

① X液压支架：

2020年会计收入 =20万元，税收损失 =1000-950-20=30

万元，实际已确认损失 0，本年应确认损失 30万元。税会差

异 =-30-20=-50万元，2020年汇算清缴时应调减应纳税所得

额 50万元。

② Y液压支架：

2020年会计收入 =60万元，税收收入 =60-(1000-

万元，税会差异 =10-60=-50万元，2020年汇算清缴时应调

减应纳税所得额 50万元。

由上述两个案例可以得知，如果将税收损失计算公式中

的“残值”理解为“税收预计净残值”，则资产报废年度和

残值变价年度均会产生税会差异，且差异金额相等，企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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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纳税年度内需要做反向纳税调整。

但是，按这种理解方法，也存在诸多问题。根据案例三

可以得知，该理解方法下，如果固定资产的原值、折旧年限、

折旧方法、净残值会计与税收相同，且未计提减值损失的情

况下，那么即使存在残值，税收损失也为 0，企业无需进行

资产损失的确认。但结合案例五可以得知，企业报废的固定

资产税收上是产生了损失的，企业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

资产损失的确认。

与此同时，按这种理解方法，需要在处置年度详细知晓

每项固定资产在报废年度扣除的税收预计净残值的金额，这

在实操中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首先，煤炭企业每年会进

行几千项的大批量资产报废，报废资产的类型、预计净残值

率等不尽相同；其次，资产报废年度与变价处置年度很可能

不在一个纳税年度，时间间隔较长，增加了固定资产的管理

成本；最后，企业实际处置时，通常将同一类型的资产打包

集中处置，同一类型的资产往往来自不同报废年度的不同批

次，即相同年度报废的资产实际处置年度很可能不一致。因此，

企业需要每年建立非常详实的固定资产台账，并根据折旧方

法的不同、报废的类型（正常或提前报废）记录各项报废资

产的预计净残值，并能确保处置年度与报废年度的固定资产

一一对应和衔接。

缩小煤炭企业的税会差异，可以从源头上降低煤炭企业

固定资产的管理成本。

平均年限法只注重固定资产的使用时间，并不考虑使用

强度。井巷资产从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各月的工作量一般不

是很均衡，如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会导致各月的成本

费用不够合理和准确。

煤炭资源属于递耗资产，所谓递耗资产是指通过开采、

采伐、利用而逐渐耗竭，以致无法恢复或难以恢复、更新或

按原样重置的资源。

煤炭企业由于生产产品的特性和资产的运行环境 [4]，决

定了井巷资产磨损程度与煤炭产量密切相关，井巷资产计提

折旧的方法也要同煤炭资源储量挂钩，采用工作量法，可以

实现“多采多提、少采少提，未采不提”，更加符合会计和

税收规定，否则，对于停产期或已经停用的井巷资产计提大

量折旧并税前扣除，并不符合税收实际发生的原则。建议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结合煤炭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台政

策，将工作量法作为税前扣除的折旧方法之一。

对于固定资产报废、毁损、变质导致的法定资产损失，

在计算资产损失时，建议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不再

考虑残值的影响，待以后年度报废资产作为废品或废料处置

时，再将处置收入全额计入当期收入，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从而减少政策执行的风险。

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中国煤炭资源已经进入一个“疯

狂”的挖掘期。一方面，随着国家对煤炭开采业管理的逐步

完善，其开采量必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价格上涨是必然

的；另一方面，井巷设备的实际使用年限决定于煤炭的开采

量。因此，按工作量法计提折旧才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是

煤炭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方便了资产损失的确认，

从而实现一举多得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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