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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常是指根据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国际公约等规定，企

业承担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义务所规定的支出，如核电

站、油气资产等的弃置和恢复环境义务等。就我国会计准则

体系的构建过程而言，弃置费用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高昂的环境成本为代价

的，这种环境成本很少通过会计核算使之内化为企业成本，

大部分外化为社会成本，即表现为所谓的企业外部负效应，

结果导致我国部分企业成本信息失真，负有固定资产弃置后

环境治理义务的企业整治环境的动力不足。弃置费用会计处

理模式的建立，为特殊行业的特定企业通过逐步建立支付储

备，最终有足够的财力承担环境恢复义务奠定了制度基础。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对固定资产的

弃置费用作了一般性规定，要求企业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按照现值计算确定计入固定资

产成本的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2007年版的注册会计师考

试辅导教材和会计中级职称考试辅导教材对弃置费用的会计

处理介绍了具体的方法，即对于这些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

产，企业应当按照弃置费用的现值计入相关固定资产的成本

，同时确认相应的预计负债；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内按照

预计负债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费用应当在

发生时计入财务费用。会计中级职称考试辅导教材列举的例

题如下（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的例题类似）： 甲公司主



要从事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2007年12月31日，甲公司一

套化工产品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投入使用，预计使

用寿命为15年。根据有关法律，甲公司在该生产线使用寿命

届满时应对环境进行复原，预计将发生弃置费用2 000 000元

，甲公司采用的折现率为10%.甲公司与弃置费用有关的账务

处理如下： （1）2007年12月31日，按弃置费用的现值计入固

定资产原价 固定资产原价=2 000 000×（P/F，10%，15）=478

800（元） 借：固定资产478 800 贷：预计负债478 800 （2

）2008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利息费用的计算见表1.

2008年12月31日，确认利息费用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财务

费用47 880 贷：预计负债47 880 2009年～2022年，确认利息费

用的账务处理比照2008年的相关账务处理。 固定资产弃置费

用与固定资产清理费用不同，只局限于少数企业的特定资产

，所以，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会计处理方法的牵涉面比较窄。

从制定准则的成本效益原则考虑，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会计处

理方法的适度简化是可行的。但这种简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合

理的基础上，不能违背常理，混淆会计事项的经济实质。如

果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处理过程和结果有些牵强，有

必要设计更合理的方法对弃置费用进行会计处理。 弃置费用

支付时点在固定资产寿命的终结点，企业只有及时足额支付

弃置费用，才能顺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弃置费用的会计处理

必须正确反映弃置费用支付储备的形成过程，从财务角度看

，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融资的过程。将终结点将要支付的

弃置费用折算为现值计入初始点固定资产价值，目的在于通

过固定资产折旧方式将这一部分价值分期计入成本费用，在

补偿的基础上形成未来的支付储备。从资金时间价值角度看



，弃置费用的现值与终结点的弃置费用虽然数量上不相等，

但价值上是等价的。在固定资产寿命期内通过成本费用补偿

形成的现金流入量，其现值应当等于弃置费用的现值，其终

值应当等于弃置费用，因而可以称之为等价现金流量。弃置

费用的现值在初始点一次性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并没有实物

资产与之对应，实质上是一种虚拟资产。这部分价值必须在

固定资产寿命期内逐年计入成本，逐年从收入中得到补偿并

形成未来弃置费用的支付储备。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的初始时点，计入固定资产初始价值的弃置费用现值不

能一次性计入第一年的成本费用，因而不能直接形成初始时

点的支付储备。既然在初始点不能全部直接形成现金流入量

，这部分价值就不能构成初始点的支付储备，此时将这部分

价值全部作为“预计负债”入账就不合理，以此为基础开始

计提利息费用就是错上加错。笔者建议将这部分固定资产初

始价值计入“未确认融资费用”，根据每年实际计提的折旧

额进行摊销，同时确认相应的“预计负债”。 我国的固定资

产折旧方法，不论是平均直线法还是加速折旧法都不直接考

虑资金时间价值，通过折旧所形成的现金流入量不能超过固

定资产原值。在实际利率大于零的情况下，这部分现金流入

量的现值必定小于固定资产原值。因此，不论是采用平均直

线法还是加速折旧法都不能确定与固定资产初始价值等价的

现金流量。比较合理的方法是用固定资产初始价值乘以投资

回收系数，确定每年最低投资补偿额。每年的最低投资补偿

额与当年折旧额之间的差额计入“财务费用”，同时确认与

“财务费用”对应的“预计负债”，但每年为未来弃置费用

形成的支付储备以该年最低投资补偿额为限。这种方法既考



虑了固定资产的摊余成本（初始摊余成本等于固定资产原值

），又考虑了实际利率（以实际利率确定投资回收系数），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的精神。 基

于以上分析，上述教科书例题的会计处理应作适当的修正。 

（1）2007年12月31日，按弃置费用的现值计入固定资产原价 

固定资产原价=2 000 000×（P/F，10%，15）=478 800（元） 

借：固定资产478 800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478 800 （2）2008

年12月31日～2022年12月31日未确认融资费用、财务费用的计

算见表2. 2008年12月31日，计算未确认融资费用、确认财务费

用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未确认融资费用31 920 贷：预计负

债31 920 借：财务费用31 029.47 贷：预计负债31 029.47 2009年

～2022年，计算未确认融资费用、确认财务费用的账务处理

比照2008年的相关账务处理。 2023年1月1日支付弃置费用的

账务处理如下： 借：预计负债2 000 000 贷：银行存款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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