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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AD_c67_276210.htm 会计专题二 谨慎性原则及其应

用在考试过程中，谨慎性原则实际上是在准则中变化比较大

的内容。谨慎性原则的应用尺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就导致

在会计核算中，与原来所要求的内容有了很大区别。 我国

在1992年出台基本会计准则时，提出谨慎性原则，从1993年

执行新会计准则之后，谨慎性原则受到了愈来愈大的关注

。2000年在新颁布的准则中继续加以应用，在应用的过程，

要求应用要适度。因此，在之后的会计核算中，为了满足应

用适度的要求，原来的很多观念多被否定了。变化之后，会

计处理的思路，方法还是有一个基本思路的。同学们应该按

照这种基本的思想来进行学习。 谨慎性原则，是对交易或者

事项进行确认和计量时，以及在报告时，应该保持应有的谨

慎，不应高估资产或收益，不应低估负债或费用。 在这个问

题的应用过程中，这个原则在很多地方都要加以应用。 1．

在存货中，关于捐赠存货（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

处理，过去作为企业的资本公积，现在应该作为企业的营业

外收入。同理，因债务人无法确定导致应付款项无法支付的

，应把无法支付的款项转作营业外收入，而不是资本公积。

2．在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确定中： （1）某固定资产属于特

种行业的固定资产，如果此固定资产在处置时，会有大额的

处置或弃置的费用很可能发生，那么现在此固定资产的入账

时，应该把处置或弃置的费用进行折现，计入固定资产的入

账价值。 例如，建造油田耗资10亿，十年以后废弃此油田时



，会有1亿的支出。比如1亿的现值未80000000，则此油田的入

账价值为十亿八千万。 借：固定资产 1080000000 贷：银行存

款 1000000000 预计负债 80000000 （2）除处置或弃置的费用外

，还有自创无形资产。过去自创无形资产，在创造过程中发

生的支出全部予以费用化；在新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在自

创过程中，把创造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研究阶段，

一个是开发阶段。在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予以费用化计入

当期损益（管理费用），期末结转。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

出 贷：银行存款（等） 在开发阶段，满足资本化条件的，允

许资本化。在期末并不结转，而是在开发成功以后，转入无

形资产账户。 借：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贷：银行存款（等） 

借：无形资产 贷：研发支出资本化支出 （3）对使用寿命不

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新准则中规定，不再进行摊销，而过去

要求进行摊销。 例如：企业有一项非专利技术，如果保密的

好，很长时间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项非专利技术，在

过去核算时按十年进行摊销，如果十年后，此非专利技术还

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账面余额也只能为零。在新准则中，

如果这项非专利技术是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则不进行摊销，

而是在期末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减值，则计提减值准备；如

果没减值，不做任何会计处理。 3．投资性房地产也是一个

新的内容。 （1）投资性房地产在进行核算时，对于满足有

活跃的交易市场，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两个条件的投资性

房地产，应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价；假如，两个条件不能同

时满足或者都不能满足时，按账面价值进行计价。 （2）对

于投资性房地产有转换的问题。比如，过去是自用的房地产

，现在转换成投资性房地产。 自用房地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应该按照转换当日的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为投资性房地产

的入账价值。公允价值如果比原来的账面价值高的，差额作

为所有者权益的利得（资本公积），如果之后处置了此房地

产，把资本公积也应确认为收益。公允价值如果比原来的账

面价值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处理是不一样的。 投资性

房地产转为自用，不论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还是公允价值

小于账面价值，差额都计入当期损益。因为，自开始此房地

产就是投资目的的，盈利或损失都应该加以确认。 4．金融

资产中谨慎性原则的应用。 金融资产中包括以公允价值进行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准备持有至到期的

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四类。 可供出

售的金融资产期末计价时，在资产负债表日时，对于公允价

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如果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价值的差

额，则：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贷：资本公积 相反时： 借

：资本公积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此时，不计入当期损益。

因为，不是为了交易目的的。 5．长期股权投资的问题 本次

讲到的长期股权投资的问题比原来要简单。长期股权投资的

入账价值，可以分为非合并时形成的股权投资，及合并时形

成的股权投资。合并时形成的股权投资，又可以分成，同一

控制下形成的，和非同一控制下形成的。 （1）在合并时形

成的股权投资情况下 在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

权投资，按照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投资企业所占

的份额，作为投资企业投资的入账价值。投资的入账价值和

转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甚至调整

留存收益。 在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占被投资方的份额，投资方投资的资产，形成负债或



者发行权益性证券，全部按照公允价值入账。此时确定的投

资的入账价值，按照转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形成负债的公允

价值和发行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进行确定投资的入账价值

。 （2）在非合并时形成的股权投资的情况下 如果不是合并

中形成的，也是按照转出资产，形成负债，及发行权益性证

券的公允价值作为投资的入账价值。这时会出现，投资的数

额与企业所占的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份额并不相等，投

资的数额可能大于所占的份额。 例如：投资25万元，占被投

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100万的20%，则，把投资的25万元作为

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不再进行调整。 续上例，如果

，25万元占被投资企业的30%（30万元的份额），多的5万元

相当于被投资企业赠与的，可以看作为利得，需要确认为营

业外收入，调整长期股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 250000 贷

：银行存款 250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 50000 贷：营业为收入

50000 其实每一项资产都有期末计价的问题，每一项资产都需

要考虑减值的问题。只不过有一些资产，在单独的章节里进

行了说明，而有一些资产在第九章资产减值里单独的进行说

明。 在1992年之前，没有考虑资产减值的问题，实际上，存

货可能早已过时。但在账面上还计有若干万元的存货。

在1993年执行的基本会计准则中，要求对资产反映其真实的

价值，看其资产是否减值。1993年之后，陆续对存货，应收

账款，考虑存货的跌价准备，应收账款的坏帐准备，后来还

要求对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2000年

之后，在这里又提出了八大准备的问题，在四项准备的基础

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

准备，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现在的减值问题，不仅仅包括这



八大准备，数量很多，比如，投资性房地产的准备金问题，

商誉准备的问题，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问题，生物资产准备的

问题等等。 现在遵从的谨慎性原则，强调适度谨慎。 1．对

于存货 （1）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是将存货的账面价值与可

变现净值进行比较，存货可变现净值=存货的售价进一步加工

成本相关的税费。如果账面价值高于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如果存货跌价的因素消失了价值有所回升，可以

把原来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转销掉，应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账

户。 计提准备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存货跌价准备（等

） 转回准备时： 借：存货跌价准备 贷：资产减值损失 （2）

不是任何资产减值准备都可以转回的。如果存货这项减值，

减值的因素消失了，造成存货的可收回金额回升了，此时可

以把计提的准备金转回来。但是对于存货等流动资产以外，

有很多非流动的资产，像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商誉和长期股权投

资等。对于这些长期资产，一旦计提减值准备之后，这个资

产减值损失就不允许转回来了。之所以不能转回，对于非流

动资产一般来说，如果减值的因素形成以后，通常的情况下

很难恢复。 例如：一项无形资产专利权，现在已经发明了新

的专利，部分取代或替代了现有专利，此无形资产已发生减

值。如果计提了减值准备，不得转回。 以上所讲为成本模式

进行计价，如用公允价值进行计价，不涉及到资产减值的问

题。因为，期末时，公允价值上涨，确认收益，增加投资性

房地产，如公允价值下降，则确认损失，减少投资性房地产

。不进行减值测试，直接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2．对于金

融资产 在金融资产中，很多也是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 可



供出售的金融资产的减值比较特殊。如果其资产价值降低，

比如，过去买的股票80元，降低到79元。 借：资本公积 1 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 如，已经下降到50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30 贷：资本公积 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 29 3．对于债务重组 在第十一章债务重组中，谨慎

性体现的比较明显。 债务重组，是指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

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定，

做出的让步的事项。债务人所得到的好处，过去计入资本公

积，现在全部确认为营业外收入。 演变过程： 在第一版准则

中，计入营业外收入；（弊端：例如母公司免除子公司债务

，不便于报表使用者真实了解企业状况） 在第二版准则中，

计入资本公积；（不合国际惯例） 在第三版准则中，计入营

业外收入。（从其他途径进行监管，并进行单独反映） 4．

对于或有事项 在或有事项里，谨慎性原则体现也比较明显。 

在满足三个条件下，或有事项可以确认为预计负债： （1）

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

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3）该义务的金额能可靠地计量 注

意：或有的条件不能确认为预计资产。 例如：a企业起诉b企

业，b企业又向c企业进行追偿。如果是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

，很可能带来经济利益流出的（发生的概率在50%--95%），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的情况下。B企业应确认为一项预计负债。

由于c企业才导致b企业被起诉，只有在基本确定的情况下（

发生的概率在95%--100%），才能确认为一项或有资产。 在

报表附注中披露时，如果或有负债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在

表外进行披露；如果是或有资产指有在很可能的情况下，才

需要在表外进行披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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