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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A_A7_E4_BC_9A_E8_c48_219290.htm 五、固定资产 （一

）固定资产取得时的计价 固定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

本入账。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包括买价、进口关税、运输和保

险等相关费用，以及为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

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购建固定资产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1．固定资

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者实质上已

经完成。 2．所购建的固定资产与设计要求或合同要求相符

或基本相符，即使有极个别与设计或合同要求不相符的地方

，也不影响其正常使用。 3．继续发生在所购建固定资产上

的支川金额很少或几乎不再发生。 （二）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

资产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

应计折旧额进行的系统分摊。其中，应计折旧额且指应当计

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原价扣除其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如果已

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还应当扣除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累计金额，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可选用的方法包括年限

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 除已提

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按照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

资产入账的土地、处于更新改造过程而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

不计提折旧外，企业应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企业固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而对未使用，不需用固定资产

由原不计提折旧改为计提折旧，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心当采

用追溯调 整法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相关项目。如果累计



影响数较小或不能合理确定，可以采用未来适用法。 （三）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

流人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延长了固定资产

的使用寿命，或者使产品质量实质性提高，或者使产品成本

实质性降低，则应当计入固定费产账面价值，其增计后的金

额不应超过该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除此之外的后续支出

，应当确认为当期费用。 （四）固定资产的期末计价 固定资

产在期末时的账面价值大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计提减值

准备。 企业应当于每期末或者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时，对固

定资产进行逐项检查，如果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企业应当按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五）固定资产发生减值的判断 企业在期

末或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进行检查时，如发现存在下列迹象

，应当计算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以确定固定资产是否发

生了减值： 1．固定资产市价发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大大

高于因时间推移或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并且预计在近期

内不可能恢复。 2．企业所处经营环境，如技术、市场、经

济或法律环境，或者产品营销市场在当期发生或在近期发生

重大变化，并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3．同期市场利率等大

幅度提高，进而很可能影响企业计算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的

折现率，并导致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固定

资产陈旧过时或发生实体损坏等。 5．固定资产预计使用方

式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如企业计划终止或重组该资产所属的

经营业务、提前处置资产等情形，从而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

。 6．其他可能表明资产已发生减值的情况。 （六）计提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方法和处理 固定资产的减值是指固定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

当按照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全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1．长期闲置不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使用，且已无

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2．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已不可使

用的固定资产。 3．虽然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

格品的固定资产。 4．已遭毁损，以至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

和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5．其他实质上已经不能再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七）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的

折旧的处理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该项固定

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寿命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

旧额。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的，应当

按照固定资产价值恢复后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寿命重

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因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而调整固

定资产折旧额时，对此前已提的累计折旧不作调整。 （八）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 有迹象表明以前期间据以计提固定

资产减值准备的各种因素发生变化，使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大于其账面价值的，则以前期间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应当转

回，但转回的金额不应超过原已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在转回已确认的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时，转回后固定资产的账

面价值不应超过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计算确定的固定资产

的账面净值。 六、无形资产 （一）无形资产取得时的计价 无

形资产在取得时，应当按照实际成本计量。自行开发并按法

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

聘请律师费等费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 在研究与开

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

费、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金、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已经计入各期费用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该项无形资产

获得成功并依法申请取得权利时，不得再将原已计入费用的

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 （二）无形资产摊销 无形资产的成

本，应当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即

当月增加的无形资产，当月开始摊销；当月减少的无形资产

，当月不再摊销。预计使用年限超过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

限或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的，应按以下原则确定摊销年限：

1．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钼年

限不应超过受益年限。 2．合同投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

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有效年限。 3．合同规

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

过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二者中较短者。 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受

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10

年。 （三）无形资产的期末计价 无形资产在期末时的账面价

值大于其可收回金额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企业应当定期

或者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检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企业带来

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对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部分

，应当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四）无形资产减值的判断 

企业在定期检查无形资产时，发现以下一种或几种迹象时，

应当对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判断其是否发生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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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市价在当期大幅度下跌，并在剩余摊销年限内不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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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减

值的情形。 （五）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处理 无形



资产的减值是指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无

形资产减值准备应按单项计提，并计入当期损益。 （六）计

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摊销的处理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

产，应当按照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

新计算确定各期的摊销额。 已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价值

又得以恢复时，应当按照无形资产价值恢复后的账面价值，

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各期的摊销额。 （七）无形

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 有迹象表明以前期间据以计提无形资产

减值准备的各种因素全部或部分消失的，则企业应当在已计

提的减值准备的范围内转回。 除上述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

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外，企业也应定期或至少于年度终

了时对在建工程和委托贷款进行全面检查，如果在建工程的

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委托贷款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委

托贷款本金时，应按其差额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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