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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新会计准则，并准备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正式

实施。在这场会计准则的历史性变革中，资产减值准备变革

成为了理论界备受关注的焦点。新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

值规定，“存货跌价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

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从2007年开始计

提后不能冲回，只能在处置相关资产后，再进行会计处理。

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企业利用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来调节利

润，也反映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本身就是一种博弈。 一、资产

减值准备的实施现状 我国2001年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各项资

产进行全面检查，合理地预计各项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对

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尽管企业已经

普遍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但

是由于准则对具体情况界定的不明晰，在计提具体内容上没

有明确的计算程序，因此留给企业很大的选择空间。资产减

值准备的计提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增加当期费用，减少资产

，减少当期利润。如果少计或不计资产减值准备就会减少当

期费用，增加资产，从而虚增当期利润。目前，八项准备中

频繁被部分企业当作调节企业利润粉饰会计报表的主要是坏

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及长期投资减值

准备这几项。以下笔者试对这四项进行浅析。 (一)坏账准备

。由于会计准则允许企业可以对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根据企



业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对于那些资产较好，会计核算规范

的企业来说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财务报告更能

真实的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反之，只能成为部分

企业调节财务状况的工具。调增计提比例，就会增加当期费

用，减少利润，还可以减少当期纳税。 (二)存货跌价准备。

由于准则允许企业对存货的跌价准备进行单个或分类计提，

对发生存货计提情况的判断由企业自行决定，又不免给一些

企业空隙可钻。 (三)短期投资减值准备。由于准则规定企业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用按投资总体、投资类别或单项

投资计提跌价准备，给了一些企业灵活选择的空间，使部分

企业通过对计提方法的选择总体、类别和单项，达到左右利

润的目的。 (四)长期投资跌价准备。从会计处理的角度上看

，长期投资有成本法和损益法两种。一般情况下，投资企业

对被投资单位无控制、无共同控制且无重大影响的，长期股

权投资应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

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权益法核算(一般情况

下投资比例不低于20％即可采用权益法)。权益法要求投资企

业对被投资单位的当期损益要计入当期的“投资收益”，因

此部分企业就根据自身的利益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比例在20

％上下随意变动，以达到控制利润的目的。 二、对资产减值

准备存在问题的相关分析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与计量难

度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关键是确定资产预期的未来经济

利益。我国采用的是经济性标准，只要资产发生减值，即当

资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就予以确认，然而，要合

理确认各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有较大的难度。一是我国目前

资产信息、价格市场机制尚不健全，使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缺乏依据；二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入账后，由于技术更新

、市价下跌等原因，会发生价值贬值，对其确认和计量远远

超出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需多个部门协同认定，甚至需要

企业外部的专业评估机构才能认定。不仅难度大，而且时间

往往滞后于会计信息披露时间。 (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标准

的多重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了应当全额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条件和不能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条件，至于如何

计提、计提比例是多少，则完全由企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判

断，这对会计人员的判断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

企业管理当局粉饰财务报表和经营成果提供了可能，因而计

提是否真实合理不易确定。同时由于实行连续两年亏损将ST

处理、三年连续亏损将暂停上市及退市的规定，一些亏损公

司便充分甚至过度利用会计政策，在亏损一年后的第二年，

往往会不提或少提资产减值准备，以争取盈利避免ST处理，

而一些三年连续亏损的公司则在最后一年大幅度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希望借助这种“一次性处理”的做法，获取公司最

终盈利的可能和恢复上市的机会。 (三)可变现净值、可收回

金额计算的复杂性。存货可变现净值、短期投资市价、长期

投资可收回金额、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等资料是企业确认和

计量资产减值准备的基础。其中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在

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其结果会因人而异。可收回金额中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的确定需要预计未来一定期间现金流入量和贴现率，而贴现

率是一个十分不稳定的因素，导致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弹性过

大，使计提不仅缺乏衡量标准，而且缺乏制约手段。同时资

产减值准备再确认缺乏权威性。企业外部人员对企业的资产



性态、使用价值知之甚少。因此，注册会计师、证券监管机

关、审计机关等部门对企业确认的减值进行再确认缺乏权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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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