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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 颁布的
“
企业会计制度

”
是以会计模式转换、会计框架体系变革为主要内容的会计制度改革产物 ,是 我

国会计核算制度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标志。它对统一我国会计核算制度 ,统 一会计核算标准 ,提 高企业会计信息质

量 ,规 范会计信息的披露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企业会计制度

”
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计提八项资产减值准各 ,

它直接影响会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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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 由企业拥

有或者控制的资源 ,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

利益
”
[1]。 资产的质量状况决定了企业的生存和

发展。对资产的确认和计量是财务会计工作的核心

问题之一 ,并且直接体现了会计目标。

在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中,关 于会计目标有两

种观点。一种为
“
受托责任观

”
,把会计 目标定位于

向委托人报告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要 求从信息提

供者的角度出发 ,资 产计量要客观、可靠、有可验证

性。这就要求资产计量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原则。另

一种为
“
决策有用观

”
,即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于 1978年正式颁布的《企业编制的财务报告的目

的》中所表述的 :“ 编制财务报告本身不是 目的,而

是为了提供对企业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
”
[2]我

国从 zO01年 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

信息的披露原则为 :“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能

够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以 满

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
[1]这 实际上是采纳了

“
决策有用观

”
。

“
决策有用观

”
看重资产的现实价值 ,自 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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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计量采用历史成本与现行市价孰低计量原则。

不同的使用者因其与企业不同的经济利益关系,有

不同的信息要求 ,从 而对资产计量要求有别于历史

成本的计量模式。由于通货膨胀的普遍发生、自然

力的腐蚀、技术进步更新换代的淘汰、市场需求的变

换等原因,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偏离资产现

时价值而产生
“
虚值性

”
,所 以就相关性而言 ,历史

成本对现时决策的有效性较差。
“
决策有用观

”
是资

产减值会计实务的理论依据 ,同 时也产生了如何确

认与计量资产减值的问题。因此 ,“ 在会计计量上

应以历史成本为主 ,并 在物价变动情况辅以多种计

量属性并行的会计计价原则
”
[3]。 会计凭证、会计

账户记录中以历史成本作为资产记录依据 ,而会计

报告中资产价值的披露则应采用历史成本与现行市

价孰低计量、本金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计量等等。

资产的价值在于能为企业谋取预期的未来经济

利益 ,如果资产的账面历史成本高于该资产的市价

或预期的可回收价值 ,则 表明该项资产的价值发生

了减损 ,这种情况被称为资产减值。会计应记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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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资产减值损失 ,就是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实

行资产减值 ,将资产减值损失及时体现在 日常核算

中 ,有 利于防止在资产负债表上虚夸资产价值 ,防止

企业虚盈实亏或潜亏挂帐 ,有 利于企业事中控制和

及时调整企业决策。

资产减值会计基于
“
对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修

正和谨慎性原则的广泛应用 ,将有效地防止企业高

估资产、虚增利润、潜亏挂帐 ,从而全面提高会计质

量
”
[4]。 在会计实务处理中,要对所有资产定期或

者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全面检查 ,实行减值测定 ,合

理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 ,对 可能发生的各

项资产损失计提减值损失准各 ,并将减值损失准备

计人当期损益。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不仅对 日常账务有重大

影响和变动 ,而且对会计报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资产减值准备的披露变动了资产负债表项目计量模

式 ,表 内相关资产项目以相应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

相应的减值准备后的净值列示。同时增设资产负债

表的一个新设附表
“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
,单独披

露各项减值准备的计提情况。熟悉资产减值的实务

是目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重要一环。本文对

新会计制度规定的八项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研讨 ,以

应会计人员工作之需。

一 应收账款减值及坏帐准备

应收账款是指企业因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

等发生的各种债权而形成的各种应收、暂付款项 ,包

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主

要表现为应向购货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价款及

代垫的运杂费等。赊销有利于企业扩大销售 ,但 带

来了坏帐风险。一旦该项债权不能收回就已经不符

合资产定义 ,不应当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其价值 ,而

应作为坏帐损失扣减当期损益并在利润表中列示。

为此从稳健原则出发 ,企业应定期或至少于每年末

全面检查和分析各项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 ,预计可

能产生的坏帐损失 ,计提坏帐准备即应收账款减值

准各。

计提坏帐准备的应收款项几乎包括了全部短期

债权资产。对确有证据表明债务单位已撤销、破产 ,

或者债务单位资不低债、现金流量严重不足 ,发生严

重的自然灾害停产 ,在短期内无法偿付债务 ,以及逾

期 3年 以上的应收账款 ,企业应予以确认为坏账损

失。对企业持有的未到期应收票据如有确凿证据证

明不能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时 ,应将其账面余

额转人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各。对企业的

预付账款 ,如 有确凿证据表明因供货单位破产、撤消

等原因已无望再收到所购货物 ,应将原预付账款余

额转人其他应收款 ,并 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各。企业

在年度终了还应对其他应收款进行检查 ,预计可能

发生的坏账损失 ,并计提坏账准备。其会计分录为 :

借 :管 理费用—计提坏账准备金

贷 :坏账准各

期末
“
坏账准备

”
应单独披露 ,单项列示于资产

减值准各明细表中。而资产负债表中各应收款项 目

中均按照减去已计提的坏账准各后的净额反映。

二 存货减值及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是指企业为销售或耗用而储存 的各种资

产 ,是具有实物形态的流动资产 ,包括各种原材料、

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产品、库存商品(半成品、产

成品、外购商品等)以 及发 出商品等。存货是企业

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日常生产经营的基础。由

于存货变现能力差 ,价值不稳定 ,占 用资金量大 ,使

企业不仅垫付巨额的取得成本 ,而且支付大量的持

有成本 ,存货的持有还使企业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

我国会计实务中存货以历史成本人账 ,表现为取得

时发生的实际采购成本、加工成本或其他成本。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瞬息万变 ,企业存货今天还可

以正常价格售出 ,明 天可能就要降价处理 ,有的售价

甚至于可能降低到成本 以下。如若发生冷、背、变

质、残次以及调整产品生产等情况 ,还会导致部分存

货无变现及耗用可能。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历史

成本价值时 ,如果仍以取得时的成本在资产负债表

存货项 目中反映 ,显然不符合资产定义 ,这样将虚增

资产 ,同 时导致虚盈实亏 ,误导会计信息使用者。因

此在资产负债表中 ,企业应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

低法对存货进行期末计价。这种方法的经济意义是

对存货可变现净值下降因此形成跌价损失时 ,在损

失发生的当时就应予以确认 ,而不能等到存货销售

的时候。从稳健原则出发 ,要求考虑到未来可能发

生的损失而予以提前处理 ,在市价不稳定的情况下 ,

按成本与市价孰低原则对期末存货计价 ,将来这些

存货出售时 ,企业赢利不会受价格变动太大的影响。

关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认 ,对于不同类型

存货应区别对待。一般产成品、商品等直接用于出

售的存货 ,以 其估计售价减去估计销售费用、税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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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额确定。用于生产的材料、自制半成品等 ,以 其

加工的产品预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要发生的成

本、销售费用及税金后的金额确定。

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各的具体情况表现为 :存货

市价持续下跌无望回升 ,产 品更新换代、价格下跌 ,

材料更新换代导致原有材料成本高或不适应需要 ,

以及其他足以证明存货实质上已经减值的情况。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分录为 :

借 :管 理费用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各 (可

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差额 )

货 :存 货跌价准备

当已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价值 以后又得以恢

复 ,应作以上相反分录冲减已提跌价准备金额 ,其冲

减数应以原计提数为限 ,即 以
“
存货跌价准备

”
账户

的余额冲减至零为止。当存在以下一项或若干项情

况时 ,应进行存货转销 ,即将存货的账面价值全部转

人当期损益 ,全额计为跌价损失 :

(1)已 霉烂变质的存货 ;

(2)已 过期且无转让价值的存货 ;

(3)生产中已不再需要 ,并且无转让价值的存

货 ;

(4)其他足以证明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

存货 ;

存货转销分录为 :

借 :管 理费用——存货转销 (以 下两账户

金额之差 )

存货跌价准备 (原 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贷 :库 存商品、原材料等 (面 金额 )

期末资产负债表上的存货项 目按照减去存货跌

价准各后的净额反映。存货跌价准备则在
“
资产减

值准各明细表
”
中单独披露。

三 短期投资减值及跌价准备

企业持有短期投资主要是作为一时剩余货币资

金的存放方式 ,必须保持较好的获利性和流动性以

随时变现。因此 ,短期投资的基本方式是证券投资 ,

主要是购人可随时转让的股票、偾券及基金等有价

证券。由于证券的市场价格处于波动中 ,持有证券

的成本与市场价格之间就会有差异。如果证券价格

持续下跌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中仍 以所持证券的历

史成本反映证券价值 ,就会造成资产及利润虚增的

情况。依据稳健原则 ,在 证券投资上应采用成本与

市价孰低法 ,对短期投资进行期末计价 ,就是采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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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与市价中较低者为其期末价格在资产负债表中

披露。这种方法只考虑市价变动所造成的投资损

失 ,而不考虑市价变动可能带来的投资收益。

市价是指在证券市场上挂牌的交易价格 ,在具

体计算时一般按期末证券市场上的收盘价格作为市

价。企业应在中期期末或年度终了 ,将股票、债券等

短期投资的市价与其成本进行 比较 ,如 市价低于成

本的要按其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各。实际操作

时企业可以依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按投资总额、投

资类别或单项投资计提跌价准各 ,如 果某项短期投

资比重大 (占 整个短期投资 10%以上),则 必须按单

项投资计提跌价准备。计提时具体会计分录为 :

借 :投 资收益—— 计提 的短期投资跌价准

备

贷 :短 期投资跌价准备

如果已计提跌价准各的短期投资的市价以后又

恢复 ,应作以上相反分录在 已计提的跌价准备范围

内转回。即以
“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
账户的余额冲

减至零为限。

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各金额可按以下公式计

算 :

当期应提取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各 =当 期市

价低于成本的金额 -本账户的贷方余额

上式中 ,若 差额大于零 ,按 其差额补提跌价准

各 ;若差额小于零 ,则 按其差额值冲减已计提的跌价

准备 ;若当期市价已等于或高于成本 ,应将该账户的

余额全部冲回。

期末
“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
应单独披露 ,单项列

示于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中。而资产负债表 中的
“
短期投资

”
项 目应按照减去已计提的短期投资跌

价准备后的净额填列。

四 长期投资减值及跌价准备

长期投资是指除短期投资以外的投资 ,包括持

有时间超过一年的各种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权投

资。企业持有长期投资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谋取投资

收益 ,更主要的在于影响和控制被投资企业 ,为 实现

企业长远发展 目标服务。长期投资由于投资期长 ,

投资金额一般较大 ,尤其长期股权投资又与受资单

位经营状况密切相关 ,因 此风险较大。当其为企业

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下降 ,则 说明长期投资作为一

项资产发生了减值。为使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长期

投资信息真实和公允 ,企业应定期对长期投资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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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价值逐项进行检查 ,至少每年年末检查一次。长

期投资的可收回金额 ,是指长期投资的出售净价与

预计从该投资的持有和到期处置中形成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中的较高者。其中 ,出 售净价

是指长期的出售价格减去所发生的相关处置费用、

税金后的余额。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跌或被投资单

位经营状况恶化等原因导致其可回收金额低于投资

的账面价值 ,说明长期投资发生了损失 ,则应按其差

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各。

企业持有的长期投资 ,有 的有市价 ,如 股票、债

券 ;有 的没有市价 ,如联营投资。在判断某项长期投

资是否发生减值时应注意区别。

有市价的长期投资 ,一 般在其市价持续 2年低

于账面价值或暂停交易一年以上 ;或者被投资单位

当年严重亏损 ,或持续 2年亏损 ,或 面临整顿、清算

等不能持续经营时计提减值准备。

无市价的长期投资 ,一般其被投资单位出现巨

额亏损 ,失 去市场竞争能力 ,财务状况严重恶化等情

况下计提减值准各。

长期投资的减值可以分为暂时性和永久性减

值。暂时性减值是由于被投资单位一时财务状况不

佳 ,或者由于市价发生暂时下跌所产生的减值。永

久性减值是在可预计的未来不可能恢复的长期投资

减损。

长期投资减值准各的计提 ,在 实务中应注意分

单项计提 ,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计提时的会计分录

为 :

借 :投 资收益—— 计提 的长期投资减值准

各

贷 :长 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投资价值又得以恢复时 ,按恢复金额作以

上相反分录 ,在原已确认的投资损失的数额内转回。

资产负债表按长期投资对象 ,分别在
“
长期股权投

资
”
或

“
长期债权投资

”
项 目中反映揭示 ,按其账面

价值减去已计提减值准各后的净额计人。同时 ,已

计提的减值准各应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单项披

露。

五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

给他人 ,或以管理为 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

非货币性长期资产。无形资产通常表现为某种权

利 ,技术或获取超额利润的综合能力。无形资产能

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具有资产属性。但由于无形

资产不具实物形态 ,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扮演软工具

作用必须与企业其他资产结合发挥效能 ,使它在价

值、效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形资产的效能较多

地受客观经济环境、科学技术进步、人们消费习惯的

偏好等诸多因素影响 ,价值较难以确定。例如 ,以 很

大成本开发的甲专利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面前很快

又为更先进的乙专利所替代 ,导致甲专利经济价值

大为缩减。无形资产表现的这些不确定性 ,要求会

计实务中对其核算应更为谨慎。

如果无形资产将来为企业创造的经济利益不足

以补偿无形资产的现时账面价值 (摊余价值 ),则 说

明该项无形资产发生了减值 ,表现为无形资产的账

面价值超过了其可回收金额。企业应定期对无形资

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 ,至 少每年年末检查一次。

如果发现以下情况 ,则 应对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进行估价 ,并将账面价值超过可收回金额的部分确

认为减值准各 :

(1)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所替代 ,使

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

(2)某项无形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 ,在

剩余摊销年限内预期不会恢复 ;

(3)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但仍

然具有部分使用价值 ;

(4)其他足以证明某无形资产实际上已经发生

了减值的情形。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各的会计分录为 :

借 :营 业外支出一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

各

贷: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

如果表明无形资产发生减值的迹象全部消失或

部分消失 ,其价值又得以恢复 ,应在以前年度已计提

减值准备的范围内作以上相反分录予以全部或部分

转回。转回金额不得超过已计提减值准备账面余

额。

无形资产的转销主巽发生在其为新技术所替

代 ,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已无使用价值和

转让价值 ,从而不再符合资产定义。这时应将其账

面摊余价值全额转销 ,转 人管理费用 ,记 人当期损

益。会计分录为 :

借 :管 理费用—无形资产转销

贷:无 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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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
应单独披露 ,单项列

示于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而资产负债表中的
“
无形资产

”
项 目应按照减去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后

的净额填列。

六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是大多数企业占用资金量极大的项

目,其计价对企业资产总额也就是资金总额的计量

有重要影响。固定资产因有形及无形的损耗使之发

生损坏、长期闲置、技术陈旧或其他经济原因,导致

其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 ,则 表明该项固定资

产的价值发生了减损 ,这种情况称之为固定资产价

值减值。按照账面价值与可回收金额孰低计价原

则 ,应 当对固定资产减损部分计提减值准备 ,才不会

虚夸固定资产的价值 ,导致虚盈实亏或潜亏挂帐。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应体现在 日常会计核算中,而 不

是在固定资产最后处置清理时才表现。资产负债表

上固定资产是唯一有两个减项的资产项 目,即 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和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是指固定资产销售净价与

预期从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理

中形成的现金的现值(折现值 )两者之中的较高者。

销售净价是指资产的销售价格扣除处置资产时所发

生的相关处置费用成本及税金后的余额。

固定资产是否发生减值 ,可根据准则列示的六

种可能导致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降低的情况 ,确 定

计提减值。包括 :固定资产市价大幅度下跌 ,且近期

不可能恢复 ;企业所处的环境 ,如技术、市场、经济或

法律环境近期发生重大恶化 ;市场利率大幅上升 ,影

响折现率 ;固定资产陈旧过时或实体损坏 ;固定资产

预计使用方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如提前处置资产、

经营业务更改等 ;以 及其他导致固定资产减值的情

况。

固定资产发生减值时 ,相关会计分录是 :

借 ;营 业外支出一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

贷: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如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又得以恢复 ,作

以上相反分录转回,转 回值最多以原已计提的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为限。

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后应根据减值情况调减折

旧,重新计算折旧率和折旧额。特别应注意全额计

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 ,不应再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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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应单独披露 ,分别列

示于资产负债表及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

七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对在建工程计提减值准备 ,也是新会计制度增

加的内容 ,使不虚增资产价值 的稳健原则几乎涉及

了企业全部资产的期末计价及披露。增加对在建工

程计提减值准备 ,目 的是使在建工程减值造成的损

失及时体现在当期资产计价及 当期损益 中,促使企

业加强投资管理 ,适 时事中控制 ,调 整投资决策 ,防

止因投资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的财务困难和影响经

营业绩。

企业的在建工程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

终了 ,对其进行全面检查 ,如果有证据表明在建工程

已经发生了减值 ,应 当计提减值准各。存在下列一

项或若干项情况的 ,应 当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各 :

(1)长期停建并且预计在未来三年内不会重新

开工的 ;

(2)所建项 目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在技术上已经

落后 ,并且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 ;

(3)其他足 以证 明在建工程 已发生减值 的情

形。

企业在建工程减值会计处理类似固定资产减值

处理 ,发生减值时 :

借 :营 业外支 出—计提的在建工程减值准

备

贷 :在 建工程减值准各

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在建工程价值又得以恢

复 ,应在原已计提减值准各的金额 内作相反分录转

回。

期末 ,“ 在建工程减值准各
”
应单独披露 ,单项

列示于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而资产负债表中的
“
在建工程

”
项 目应按照减去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后

的净值填列。

八 关于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企业若现金充沛 ,又暂无使用项 目,为不闲置资

金或出于其他经营 目的 ,可委托银行将其贷出 ,以 求

得较好收益。委托贷款应视作企业对外投资的一种

方式 ,属 于对外债权投资 ,其收回性 同样具有风险 ,

如其他对外投资一样 ,应考虑其不可收回性带来的

减值损失。在具体会计处理时有别于一般短期和长

期的债权投资 ,在实务中应单独设置
“
委托贷款

”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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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及
“
本金

”
、
“
应收利息

”
、
“
减值准备

”
等明细账  委托贷款本金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本金时 ,应 当计

户。
“
委托贷款

”
账户的期末余额即为委托贷款账  提减值准备 ,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其账面价值及投

面价值 ,反映贷款本金在应收贷款利息与减值准备  资收益。其会计分录为 :

共同作用下的最后价值。                 借 :投 资收益—委托贷款减值

委托贷款应按期计提应收利息 ,作为投资收益,      贷:委托贷款一减值准备

并增加
“
委托贷款

”
账户的账面价值。其会计分录    委托贷款按期限的长短 ,分别在资产负债表中

为:                      “
短期投资

”
或

“
长期债权投资

”
项目中反映 ,以 本金

借 :委 托贷款一应收利息         和利息之和减去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后的净额计人。

贷:投 资收益一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已计提委托贷款减值准备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中

期末及时检查委托贷款本金的可收回性 ,如果  单项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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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D、posal of Property Va1ue Decrease PreparaJon

ZHANG Ling
(Sichuan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Chengdu, sichuan610046, China)

Abstract:The newlyˉ promulgated ‘‘
Enterprise Accounting systeⅡ r’ is an。 utcome of the accounung

system reform,whose main contents are model transformauon and frame system change, and a sign of

China’ s accounting system Ⅱtting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 cance in China’

s uniJ:ication of accounting systeΠ⒒and standard, enhancement of enterprise accounting infonmation quality

and formalization of accounting inforⅡ ηation revelation。  One of its impo⒒ ant contents is propeny value de~

crease preparation, which directly affects accounting repon。

Key words:propeny value decrease; conflmation of decrease;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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