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备考CPA辅导第十章资产减值第五节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5/2021_2022_2008_E5_A4_

87_E8_80_83_c45_455288.htm 第五节 相关知识点总结 [知识点

理解与总结] 一、第一节 1、适用资产减值的几个资产的处理

：减值不能够转回。减值可以转回的是适用金融资产减值的

资产、存货等短期的流动资产。对于减值不能够转回的资产

的减值处理，主要记住可收回金额是公允价值扣除处置费用

的净额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中的高者。另外对于资产

组的认定问题：不仅仅是从是否能够单独产生现金流量来判

断，还需要考虑企业的行政管理的具体情况。比如几项资产

虽然单独都可以产生现金流量但是企业行政管理上作为一个

独立的单位核算，比如子公司，那么子公司应该以整体作为

一个资产组。 2、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即商品已经交付.货款分

期收回,延期收取的的货款具有融资性质.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

款的公允价值,通常应当按照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或商品现销

价格计算确定. 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

额.应当在合同或协议期间内,按照应收款项的摊余成本和实际

利率计算确定的金额进行摊销.冲减财务费用.典型的分录为：

（1）销售实现时： 借：长期应收款 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

收入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未实现融资收

益 同时结转成本的分录：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库存商品 

（2）每年末摊销未实现融资收益： 借：末实现融资收益（

摊销的确定应该是按照长期应收款的摊余成本×实际利率确

定，基本原理可以参照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处理进行，如果存

在坏账准备的，摊余成本中应该扣除计提的减值。） 贷：财



务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摊销方法是适用实际利率法，实际上就

是摊余成本法，原理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处理是一致的。长

期应收款就相当于是"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成本"明细，未实

现融资收益就相当于是"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明细，

那么在计算摊余成本时候应该用期初摊余成本扣除未实现融

资收益的摊销，未来可收回金额小于这个摊余成本的要计提

坏账准备，以后摊余成本要扣除计提的减值，需要注意的是

计提的坏账准备是可以转回的。 3、"应收财款"在每年末发生

减值迹象的时候要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具体的

方法是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而定，或者是帐龄分析法，或者

是余额百分比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改。 4、存货的跌价

准备是用期末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来计量的。这里有一

个规律： A：在存货估计售价的确定，有合同的，合同数量

内是按合同价来算。超过合同数量的是按一般市价来计算。

无合同的就按一般市场价来计算。（一般市场价的确定应以

主要销售地的售价格为准）。 B：在材料期末计理时的特殊

考虑。 （1）若材料直接出售的。材料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计量（材料可变现净值=材料估计售价-材料出售估计的

销售费用和相关税金）。 （2）产品没有发生减值的，材料

按成本计量。 （3）产品发生减值:材料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计量.材料可变现净值=产品估计售价-至完工估计将要发

生的成-产品出售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金. 5、关于递延所

得税的问题。企业计提的减值是不允许税前扣除的，实际发

生减值的时候允许睡前扣除。那么计提减值形成了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在实际发生减值的时候是差异转会到额时候。如

果是已经核销的坏账又收回的，应该是调增当期的应纳税所



得额。 二、第二节 1、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组产生的

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

依据，同时还应该考虑企业的行政管理问题，资产组基本的

思想是独立产生现金流量，但是行政管理的需要额决定了资

产组的认定问题。作为教材的理论探讨上看，独立产生现金

流量还是很主要的一个标准。因此，看它是否能独立的产生

现金流入是认定资产组的最关键因素。资产组一经确定后，

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2、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在确定时，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

高者来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确定，具体计算方法需

要了解一下，一般考试中会给出各个资产的现金流量单独现

值，出现各项现金流出和流入的的计算比较少。 3、资产组

减值损失的确认，是根据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俩

者来比较得出。当可收回金额比账面价值低时，表明资产组

发生了减值，应当确认该资产组的减值损失。当资产组的可

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价值的时候，已经计提的减值不能够转回

。需要明确的是适用资产减值准则的减值损失是不能够转回

的。 4、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以

下顺序进行分摊： （1）首先是抵减分摊至资产组中商商誉

的账面价值。 （2）然后，根据资产组中的除商誉之外的其

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

的账面价值。 （3）以上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应当作为各

单项资产（包括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抵

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最高者：该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该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和零。因此而

导致的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相关资产组中其

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进行分摊。 （4）典型的会

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设备 －－－－***设备 商誉减值准备 三、第

三节 1、总部资产分摊到资产组要注意一下分摊比例的确定

问题，基本上掌握账面价值为基础的确定方式，至于年限存

在很大差异的资产，以年限为基础地额权数确定也需要了解

一下。比如各项资产的使用年限不一致，选择一个作为权数

为1，那么其他的年限以这个年限为基准计算出各自的权数，

用权数乘以各自的账面价值，得出的就是加权计算后的账面

价值，以这个账面价值作为分摊减值的基础，然后再计算出

各自的新的账面价值。 如果一项资产存在可收回金额的，那

么减值的分摊额度是有限制的，分摊减值后的账面价值不能

够低于该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那么这个减值的额度就是该

项资产的分摊减值的限额。 2、关于总部资产减值的处理方

法： （1）对于总部资产中部分可以合理分摊到资产组的情

况，关键问题是分摊比例的确认和减值的确认，在减值的确

认上基本没有什么难点，重点需要注意减值在资产组和分摊

到资产组的总部资产的减值分摊上，基本上按照账面价值为

基础来确定分摊比例。 （2）对于总部资产中部分不能合理

分摊到资产组的情况。首先是考虑能够合理分摊到资产组的

总部资产减值问题，通过比较各个分摊了总部资产的资产组

的减值，按照上面第一点来确认减值后得出各个资产组的心

得额账面价值。 然后把不能分摊的总部资产和各个资产组合

并确认为一个大的资产组，那么根据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



的比较来确定减值，然后根据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分摊比例

。 （3）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各个资产组来说，各自的现金流

量已经给出了，这个现金流量是这个资产组考虑了可以分摊

的总部资产以后的现金流量，按照道理来说资产组现金流量

和包含了总部资产的现金流量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深层

次想一下的话，各个资产组其实就是总部管理下的一个个小

的单位，那么必然是体现了包含总部资产在内的整体的盈利

能力，那么这个现金流量其实就是考虑了总部资产在内的现

金流量。 对于各个资产组和不可分摊的总部资产联合组成的

资产组来说，这个时候的现金流量一般可以认定为是各个资

产组的现金流量的综合。严格的说各个资产组的现金流量是

考虑了整个总部资产在内的现金流量，那么在比较可以分摊

的总部资产减值的时候，用这个包含了所有的总部资产因素

的现金流量是不太合适的，但是正是因为总部资产有一部分

不能合理分摊，那么也决定了现金流量部分是不能够区分总

部资产的影响的。所以从减值认定的可行性上来看，只能按

照教材中给出的处理方法来进行。 3、关于教材197页的例题

的处理。很多考生对于最后一段的现金流量有问题，提问说

如果整体资产组的现金流量小于1440怎么办？应该说不可能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整体资产组的现金流量不可能比耽搁相

加小。那么也不需要考虑小于1440以后的总部资产减值确认

问题。所以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前后的逻辑关系，不符

合逻辑关系的问题只会让自己在学习的时候浪费时间。 四、

第四节 1、商誉的计算问题。例题中遇到的一般都是非同一

控制下形成的控股合并，商誉即是实际付出的合并成本大于

应该享有的被投资的单位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份额



的部分。如果是全资子公司的，商誉就是全部是母公司应该

在合并报表中确认的；如果不是全资子公司的，那么合并报

表中的商誉是不包括少数股东权益享有的商誉。 2、商誉减

值测试的实质。之前已经进行了讲解，商誉是资产负债表必

须要进行减值测试的资产，相比于其他的资产来说，商誉比

较特殊。因为除了商誉和摊销年限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以外的

几个资产都是出现了减值迹象以后才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则

是必须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都要进行减值测试。 对商誉进行

减值测试其实就是集团公司对于旗下的子公司的净资产进行

减值测试。所以这里的资产组其实就是整个子公司。对于商

誉来说由于不能分摊到具体那个资产组，那么处理是类似于

不能合理分摊的总部资产。处理不同的是商誉的和整个子公

司作为整体以后，如果发生减值的，减值首先要递减商誉，

如果是非全资子公司的，减值应该递减全部的商誉（包含少

数股东权益部分的商誉），然后 如果一项资产存在可收回金

额的，那么减值的分摊额度是有限制的，分摊减值后的账面

价值不能够低于该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那么这个减值的额

度就是该项资产的分摊减值的限额。 3、关于商誉减值减值

的处理方法： （1）首先要对于不含有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

值测试。如果资产组发生价值了，那么商誉是肯定发生减值

了，那么把商誉整体确认减值，把计算出来的减值确认为资

产组的减值。如果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没有发生减值的，为

了进一步判断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那么需要进入第二步。 

（2）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发生减值的应

该先抵减商誉的价值；如果抵减完毕之后有差额的，应该确

认为资产组的减值。其中对于商誉减值的部分应该按照股权



比例确定集团公司应该反映的商誉减值准备；同时对于资产

组来说，确认的减值仍然需要按照股权比例计算应该分担的

减值，确认为当期的减值损失。 4、商誉的减值测试方法程

序是固定的，第一步说白了就是一个试探性的步骤。如果检

测发现资产组发生减值的，那么证明商誉已经全部减值，资

产组确认的减值可以认为是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应该确认的

减值，那么这个时候商誉的减值测试到此为止，不必要进入

到第二步了；如果第一步测试表明资产组没有发生减值的，

那么为了进一步确认商誉是否发生了减值就需要进入到第二

步的处理。 所以教材中给出的商誉减值的处理程序基本上都

是有用的，第一步无法解决的进入到第二步。这种计算方法

基本上类似于计算机额程序设计，第一个步骤能够完成的工

作不会转入第二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不能完成的工作自动转

入第二个步骤，这样的处理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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