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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9A_E8_B5_84_E4_c42_534307.htm 固定资产是指企业中

单位价值较高、使用期限较长，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其原

有的实物形态的劳动资料，其价值通过使用的磨损逐渐转移

到产成品价值中去，并通过销售收入收回。固定资产是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所必不可少的，是企业生产能力和生产实力的

反映，企业常通过固定资产信息的操纵或粉饰来达到其目的

。固定资产信息反映的作假直接影响着会计信息使用人对企

业预测和决策的判断。 一、固定资产构成上作假方式主要有

： （一）固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的划分不符合规定标准 根据

财务制度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的构成是：使用期限在一年

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器具、工具等；不属于

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并且使用年

限超过两年的，也构成固定资产，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应列

作低值易耗品。 在工作中存在着未按上述原则和标准划分固

定资产与低值易耗品的问题。有的企业将属于低值易耗品的

物品列作固定资产，有的企业将属于固定资产的物品列作低

值易耗品。造成核算上的混淆不清。也造成了二者的价值在

向生产经营成本、费用转移形成和水平上的不合规、不合理

。 企业为了增加成本、费用，将符合固定资产的物品划入低

值易耗品，一次摊销或分次摊销，为了减少当期成本、费用

将符合低值易耗品标准的物品划入固定资产进行管理，延缓

其摊销速度。这种混淆划分标准，还会导致资产结构的变化

，使固定资产与存货之间发生此长彼消的关系，使会计信息



产生错报，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 （二）固定资产分类不

正确 固定资产可以分成七大类。 ①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 ②

非生产经营用固定资产； ③租出固定资产； ④不需用固定资

产； ⑤未使用固定资产； ⑥土地； ⑦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企业对固定资产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一般企业多采用

按经济用途和使用情况分类。对固定资产的分类正确与否主

要涉及到企业对哪些固定资产应计提折旧，以及折旧费用的

列支问题，这些问题都直接影响到企业费用与成本的计算，

财务成果的确定与计算所得税的依据。 （1）将未使用固定

资产划入生产经营使用的固定资产之中，会增加当期的折旧

费用，使生产费用上升，还会导致固定资产内部结构发生变

化，虚增固定资产使用率，给信息使用者以假象，使管理者

做出错误的决策。 （2）企业将采用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

定资产与采用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混为一谈，以达

到降低或提高折旧费用，从而人为调整财务成果的目的。对

企业采用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按照有关规定，租入

企业是不计提折旧的，由租出企业计提折旧；而采用融资租

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租入企业是要按规定计提折旧的。

如果对有用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其结果

只能是人为提高折旧费用，增加当期的生产成本或期间费用

。如果对采用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不计折旧，其结

果就是虚假地降低生产成本或期间费用。这两种结果都是对

企业财务成果与纳税的人为干扰。 （3）对土地的分类出现

错误。与房屋、建筑物价值有关的因征地支付的补偿费，应

计而不计入房屋、建筑物的价值。而将其单独作为"土地"入

帐，便降低了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造成了固定资产的分类



混乱。 （三）固定资产的计价不准。 资产根据其来源，有七

种计价方式： ①购入固定资产的计价； ②自行建造固定资产

的计价； ③其他单位投资转入的固定资产的计价； ④融资租

入固定资产的计价； ⑤改建、扩建固定资产的计价； ⑥接受

捐赠固定资产的计价； ⑦盘盈固定资产的计价。 企业在计价

方法和价值构成以及任意变动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方面出现

问题。 （1）计价方法。企业财务制度规定，新增加的固定

资产有原始价值的就应按原始价值入帐；无法确定原始价值

的，按重置完全价值入帐；而帐面价值则主要用于计算盘盈

、盘亏、毁损固定资产的溢余或损失。有些企业却不按上述

规定采用正确的计价方法。从而影响了当期其他的成本费用

，使固定资产的有效期内的折旧产生差错，使会计信息反映

失实，最终误导人们的决策行为。 （2）价值构成。企业在

固定资产价值构成方面发生的问题主要是任意变动固定资产

价值所包括的范围。有些企业不按规定，在购入固定资产时

，将与购入该固定资产无关的费用支出或虽有某些联系但不

应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的支出，统统作为固定资产的价值组成

部分。造成固定资产价值虚增虚减。 （3）任意变动固定资

产的帐面价值。有些企业不顾国家规定，任意调整、变动已

入帐的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如：经营租赁的固定资产，实

物虽已转移；但出租单位仍应对该固定资产进行管理，会计

部门应对其进行核算。但企业因固定资产已不在本企业使用

而随意将固定资产从帐户中削减。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影响

管理当局及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的正确判断。 二、固定资产

增减业务作假方式主要有： 1、购入固定资产质次价高，采

购人员捞取回扣 企业采购人员为了捞取回扣，与卖方合谋，



购买质次价高的物品，造成企业不当损失。 如：某企业采购

为单位采购电脑10台，该配置电脑市场价为6000元，销货方

以盈利为目的，同意给购货方回扣6%，而故意抬高价格，每

台6500元购货方同意成交。单位付款65000元，采购人员

得3900元回扣，装入自己腰包。 2、固定资产运杂费，掺入了

旅游参观费 固定资产的原值包括买价、包装费、保险费、运

输费、安装成本和缴纳的税金。有的企业将不属于构成固定

资产价值的支出也记入了固定资产的价值，虚增了固定资产

价值。 如：企业购买吉达汽车一部23万元，计价时将请客送

礼、游山、玩水的费用全部计入固定资产运杂费，加大了费

用开支。 3、运杂费用张冠李戴，人为调节安装成本 购入需

要安装的固定资产，应将固定资产的买价、运杂费、安装费

等都先计入在建工程，当设备安装完毕交付使用时，计入固

定资产价值。将不需安装的固定资产发生的运杂费列入需要

安装的固定资产的安装成本中，从而人为调节了固定资产的

价值。 如：某机械厂购了一部货车价值150000元，运杂

费3000元。同时该厂又外购机床壹台，价值100，000元，运杂

费2000元。该机床需要安装。但某机械厂实行运输队另行结

算。企业为了照顾运输队的利益，将汽车运杂费计入生产设

备安装成本，使外购原来102，000元变成105，000元，人为调

整了外购机床与货车的原价。 4、接受贿赂，虚计固定资产

重估价值 其他单位投入的固定资产，应按合同、协议约定的

价值或经评估确认的价值计价，由于企业或投资单位有关人

员接受贿赂，私下商定有意抬高或降低固定资产的价值。 如

：A、B公司合作成立C公司，B公司接受贿赂同意虚开发票进

行并未存在的实物投资，同时接受A公司投入已使用帐面原



值200，000元，已提折旧15000元，净值135，000元的固定资

产，以150，000元重估价值作为投资的资本金。 5、固定资产

出租收入，虚挂往来帐 固定资产出租收入属于租赁性质的劳

务收入，应通过"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核算，发生对应的成本

费用应在"其他业务支出"科目中核算，有的企业为了挪用固

定资产出租收入，将收入直接记入"其他应付款"科目，而分

期挂帐。 如：企业出租房屋收入200，000元，应计入"其他业

务收入"，但企业却挂了"其他应付款"科目。将全年计提的固

定资产折旧80，000元和发生的其他费用18，000元全部计入"

管理费用".而不通过"其他业务支出"核算。使企业应交纳的房

产税、营业税及附加税全部逃交，进而也影响了当年利润和

应纳所得税。 6、固定资产高价收入，存入小金库 财务制度

规定报废固定资产的残料价值和变价收入应冲减清理支出，

企业为将报废的固定资产的变价收入挪作他用，收回的款项

存入了企业的"小金库". 如：某工厂经有关部门批准，报废了

壹台设备，出售收回价款50000元，应冲减清理支出。企业为

了为职工谋取福利，将收入作为"小金库"以个人名义存入银

行。 7、清理固定资产净收益，不按营业外收入记帐 财务制

度规定，处理固定资产收回的价款，应冲减固定资产清理支

出，将净收益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企业经营效益好，为了

控制利润，便将固定资产净收入仍挂在固定资产清理帐中，

并结转下年再处理。 如：某工厂售出一个已用机床，原

值50000元，已提折旧20000元，销售收入60000元，净收

入30000元。本应记入营业外收入，但企业为了调整利润

将30000元挂在"固定资产清理"帐户，并结转下年。这种作假

形式直接影响着所得税补交和盈余公积的提取。 8、转移工



程借款利息、调节当年损益 企业工程借款利息，在办理竣工

结算前应计入工程成本"在建工程"，结算后计入"财务费用".但

企业为了调节利润，将应计入在建固定资产造价的费用，在

未办理竣工结算之前计入当年"财务费用". 如：企业于92年4月

贷款300000元用于购买工程设备，年利率5%，期限3年，每年

计息一次，该设备安装工程预计两年内投产完成。1994年4月

安装完毕并办理交付使用手续发现该企业故意将在两年内每

年发生的利息300，000×5%=15000元都记入"财务费用"，虚增

费用，虚减利润，导致单位少交税金，进而也少提了盈余公

积。 9、在建工程试运转收入，不冲减在建工程成本 企业在

建工程在试运转过程中所取得的收入扣除税金后应冲减在建

工程成本。但企业为了调整利润，便转移收入，在"其他应付

款"中加以挂帐。 如：企业在试运转过程中发生各种费用

为20000元，在运转过程中取得的收入为30000元，企业故意将

收入在"其他应付款"科目直接挂帐，并在年终结转到下年度

挂帐。 10、融资租入的财务费用，计入固定资产价值 企业财

务制度规定，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的价值包括按照租赁协议

或者合同确定的固定资产价款和运输费、保险费、安装调试

费等。不包含融资应计入"财务费用"的帐户的各项支出。有

的企业面对金融机构，为了增加利润，便将应计入"财务费

用"帐户的各项支出，计入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价值中。 如：

企业经营效益不好，融资租入了整套设备，采用分期付款方

式。在支付的融资租赁费中包含按租赁合同或协议的确定的

固定资产价值再加上运输途中运输费，保险费和安装调试费

等。但租赁手续费和设备交付使用后的利息支出共计9万元记

入了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原价中，导致费用减少，利润增加



。使企业保持盈利，只有盈利才能保证企业在金融机构的信

誉。 11、无偿转让旧设备，清理损失列损益 企业进行设备更

新，将淘汰的旧设备无偿转入自办企业并将发生的清理损失

金额列入当年损益。 如：企业将旧设备转入自办企业，原

价500，000元，已提折旧200，000元，企业为了减少利润故意

将原值直接记入"固定资产清理"帐户。 12、固定资产盈亏，

不作帐务处理 企业为了调节利润，对固定资产的盘盈、盘亏

不作帐务处理。 如：企业经济效益不佳，为了调高利润，盘

亏的固定资产不作帐务处理，少记了"营业外支出"，从而提

高当期利润。 13、随意改高折旧方法，调节折旧计提数额 企

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一般采用平均年限法。经有关部门批准

，可采用"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法"等快速折旧法。但企

业为了随意调整成本利润，便随意改变公司使用固定资产的

折旧方法。 如：某企业1999年1月份购入某项固定资产，原

值150，000元，12月已提折旧15，000元到了第三年未经财政

部门批准，企业改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多提折旧150

，000元。 14、随意改变折旧率，调节成本利润 固定资产折

旧率一经确定，将不能随意改变。但企业为了调节某年度的

利润随意变更固定资产折旧率，多计或少提折旧。 如：企业

为了贷款需要有所盈余，企业便未经主管财政部门批准擅自

降低折旧率，由原来折旧率8%改为5%，少提折旧120000元，

虚增利润使得企业有些微利。 15、增加固定资产，不提折旧 

财务制度规定：当年增加的固定资产在下月初开始计提折旧

。有的企业为了调增利润，将应计提的折旧有意漏提。 如：

某在建工程完工后，已交付使用，应及时办理竣工决算，从

交付使用的下月初起计提折旧，但企业为了调增利润，有意



漏提折旧，在职工宿舍5月份交付使用，但在年底办理竣工决

算，少计了6个月的折旧。 16、未用固定资产（除房屋、建筑

物外）提取折旧 按财务制度规定，对除房屋、建筑物外的专

用固定资产不计提取折旧，但企业为了调节利润，对未使用

的除房屋、建筑物外的固定资产也计提折旧。 如：某企业购

机器设备原值为400，000元，年折旧率5%.当年购入价值50

，000元的设备虽未使用，为了调增费用，即按该折旧率多计

提折旧2500元。 17、停用的固定资产，当月不计提折旧 企业

为了虚增盈利，压缩成本费用的支出，对当月停用或减少的

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如：企业为了报表上稍有盈余，对

当月内停用的机器不计提折旧，从而盈利50，000元。 18、当

月不应计提的，当月计提折旧 企业为了调节成本、利润，常

常违规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如：月份新增折固定资产本应

下月初计提折旧，而当月计提折旧，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报

废后不再计提折旧，而仍在计提，逾龄固定资产有效期满不

再计提折旧，仍在计提。 如：企业为了降低利润，当3月份

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当月计提折旧13万元。 19、变卖固定资

产，仍旧提取折旧 企业5月份将不需用设备卖掉，卖掉后又

提了12个月的折旧35000元，虚增成本，虚减利润。 20、在建

工程提前报决算，多提折旧 企业为了控制当年利润实现数额

，采用在建工程提前报决算，提前转入固定资产，提前计提

固定资产折旧，以虚增费用减少利润。 如：某房地产公司下

属企业，在建工程尚未完工，利用提前报决算的方法，多提

折旧50，000元，提高成本，降低了利润，在上交利润时截留

了50，000元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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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