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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7_E5_87_8F_E5_c42_502821.htm 2006年2月15日，财政

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三楼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举行会计审计准

则发布会，发布39项会计准则和48项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经过艰苦的努力，我国构建了由1项基本准则、38项具体准则

和应用指南构成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自1993年以来，我国

资产减值的会计规范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新颁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中，第8号为《企业会计准则资产减值》。《企业会

计准则资产减值》规范了该准则的适用范围、资产减值的确

认、计量和报告等内容。但在实务中，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应该注意如下问题： 一、资产减值的性质 国务院颁布的《企

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采

用未来经济利益观对资产进行了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

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当企业资产的未来可收回金额或

者价值低于账面金额时，即表明资产发生了减值，企业应当

确认资产减值，并把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资

产减值是与资产计价相关的，是对资产计价的一种调整。 企

业持有的资产发生了减值，减值的部分已不能为企业带来经

济利益，因此不再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按照费用的确认条

件，应当将资产减值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二、资产

减值的计量 在我国会计实务中，资产减值的计量属性主要涉

及历史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公允价值

、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等。计量属性的不同选择会使相同的计



量对象表现为不同的货币数量。在资产减值计量属性的选择

和运用中，应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可变现净值与销

售净价两者不能等同 可变现净值是未来某一项资产的预期销

售价值减去预期销售成本和使资产达到预期销售状态的成本

后的差额，是预计售价减去必要的处置成本；而销售净价主

要是指资产的现时售价减去必要的销售费用。可变现净值是

资产减值计量的基本属性；销售净价是基本属性派生出来的

计量属性。可变现净值涉及预期销售价值，而销售净价涉及

现时售价，预期销售价值与现时售价是不能等同的。我国存

货减值计量属性中的可变现净值可以是市场销售价格，就是

将可变现净值与销售净价等同起来了。 （二）公允价值并非

是一种具体的计量属性，而是多种计量属性的统称 在IAS

和SFAS中，对公允价值有明确的定义。公允价值本质上一种

面向市场、强调公平的计量属性。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非现

金资产，通常将其市价视为公允价值；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

，但与其类似的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非现金资产，可以比照

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确定其公允价值；对于资产本身及与其

类似的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非现金资产，可以采用适当

的贴现率计算现值的方法确定其公允价值；存在合同或者协

议价格，合同价格或协议价格也可作为其公允价值。我国非

流动资产减值计量属性中的公允价值可以是资产的销售协议

价格、资产的市场价格或者交易双方自愿提供的交易价格等

，体现了公允价值是多种计量属性的统称。 （三）资产减值

金额可以是两种计量属性金额的差额，也可以是某一种计量

属性金额，但减值金额涉及一种计量属性的，其金额应是负

数 如，在我国，如果期末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存



货的减值等于存货成本减去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存货减值

的确定是两种计量属性的差额即历史成本和可变现净值的差

额。又如，建造合同总收入低于合同总成本时，确定建造合

同形成的资产减值，其金额等于合同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差额

。因为合同总收入视为预计售价，而合同总成本视为预计成

本，预计售价减去预计成本的差额为可变现净值，在这里只

涉及一种计量属性可变现净值。如果差额即可变现净值为负

数，那么，应确定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减值。再比如，递延

所得税资产减值确定类似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减值确定。 三

、资产减值的记录与报告 企业在对资产（主要是非流动资产

）进行减值测试并计算了资产可收回金额后，如果资产的可

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

收回金额；如果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应当将存货的

账面价值减记至可变现净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这

样，企业当期确认的减值应当反映在其利润表中，而计提的

资产减值准备应当作为相关资产的备抵项目，反映于资产负

债表中，从而夯实企业资产价值，避免利润虚增，如实反映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为了正确核算企业确认的资产

（主要是非流动资产、存货等）减值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企业应当设置“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按照资产类别进行

明细核算，反映各类资产在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同时，应当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别，分别设置“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商誉减值准备”、“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存货



跌价准备”等科目。 当企业确定资产（主要是非流动资产、

存货等）发生减值时，应当根据确认的资产减值的金额，借

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无形

资产减值准备”、“商誉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

准备”、“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

等科目。在期末，企业应当将“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余额转

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该科目应当没有余额。各资产

减值准备科目累积每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直至相关资产

被处置时才予以转出。以存货为例，企业应当将已售存货的

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计入营业成本。对已售存货计提了存

货跌价准备的，应结转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冲减当期主

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实际上是按已售产成品或商品

的账面价值结转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也就是说，

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计入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其成本时的当

期损益，当该存货销售时，将已售存货成本扣除已提跌价准

备后的金额即账面价值计入销售存货的当期损益。总之，将

存货的成本分成两部分计入不同期间损益可变现净值低于其

成本时的当期损益和销售时的当期损益，而销售存货的收入

却全部计入销售时的当期损益。这样的账务处理不符合收入

与费用的配比原则。 企业当期确认的资产（主要是非流动资

产、存货等）减值记入“资产减值损失”账户。期末，将其

金额反映在利润表中，填入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中

，进一步计算企业的营业利润；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记入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投资性

房地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商誉减值准



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

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账户，作为相关资产的备抵项

目，反映于资产负债表中。 在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列入企业营业利润的计算之中，即以营业收入为基础，

减去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

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去公允

价值变动损失）和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损失），计算出营业

利润。在计算营业利润的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收入和费用等

是企业在其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和总流出；

而损失是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

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资产减值

的性质是费用，是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列入营业利润的计

算之中，所以，资产减值不应称作资产减值损失，在利润表

中，“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名称应改为“资产减值”。同时

，应将“资产减值损失”会计科目改为“资产减值”。企业

应当严格区分费用和损失之间的区别，以更加全面地反映企

业的经营业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