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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企业会计制度》，以法规形式对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

计量、记录和披露进行规范，实现了若干突破。 （一）扩大

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要求对所有不符合资产定义的

不实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即不仅要求对短期投资、应收款项

、存货和长期投资计提减值准备，而且将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在建工程也纳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范围，并具体列示

了这三类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参考性条件。此外，《企

业会计制度》还规定委托贷款应视同短期投资进行核算，并

应按资产减值的要求，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因此，《企业

会计制度》实质上要求相关资产项目全口径地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进一步挤去企业资产的“水分”，为会计信息使用者

提供更加相关、更加谨慎的会计信息。二是规定预付账款、

应收票据在特定情况下应转入应收款项并计提坏账准备。根

据《企业会计制度》，应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

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一般情况下，不对预付账款、应收票据

计提减值准备。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十三条特别规定：“

企业的预付账款，如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符合预付账款性质

，或者因供货单位破产、撤销等原因无望再收到所购货物的

，应将原计入预付账款的金额转入其他应收款，并按规定计

提坏账准备。企业持有的未到期应收票据，如有确凿证据证

明不能够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时，应将其贴面余额转入

应收账款，并计提相应的坏账准备。”这是一条重要规定。



在这之前，某些深谙会计之道的上市公司常从其他应收项目

入手进行利润操纵，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对时间较长的巨额

预付账款不提坏账准备。 （二）对滥用谨慎性原则进行利润

操纵的行为予以限制。一是规范企业不得计提秘密准备。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理论依据之一是稳健性原则，但稳健性原

则本身具有较强的倾向性，在应用中需把握其尺度。极端的

稳健会导致“秘密准备”和“隐匿资产”，从而使企业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得不到准确地揭示，损害报表使用者的利

益。因此，《企业会计制度》第一章“总则”中的第十一条

（十二）规定：“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当遵循谨慎性

原则的要求，不得多计资产或收益、少计负债或费用，但不

得计提秘密准备”。这是总则中对滥用谨慎性原则的限制。

二是规定滥用会计估计应作为重大会计差错予以更正。《企

业会计制度》第二章第六十二条：“如果企业滥用会计估计

，应当作为重大会计差错，按照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方法进

行会计处理，即企业因滥用会计估计而多提的资产减值准备

，在转回的当期，应当遵循原渠道冲回的原则（如原追溯调

整的，当期转回时仍然追溯调整至以前各期；原从上期利润

计提的，当期转回时仍然调整上期利润），不得作为增加当

期的利润处理。”这就使得企业通过“准备”的大额冲回来

调增当年利润的企图落空，从而有效地防止企业利用资产减

值准备粉饰会计报表。在《企业会计制度》出台之前，为了

追求经理人利益，“四项准备”经常成为企业特别是上市公

司美化资产和调节利润的工具。如在某一年度对应收账款超

常提取巨额准备，使当年利润急剧下降，次年度却以债务重

组等方式“成功收回”而大量冲回坏账准备，利润突升。可



见，《企业会计制度》明显地缩小了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

人为操纵利润的空间。 （三）对资产减值准备的信息披露更

加充分。《企业会计制度》不仅细致地规定了资产减值准备

的确认、计量和记录，而且对其报告和披露亦予以明确规定

。一是规定在资产负债表上不单独设立项目来反映资产减值

准备，而是在有关资产项目列示其抵减减值准备后的净额。

这不仅简化了资产负债表，并直接反映资产的可收回价值，

便于会计报表使用者阅读和使用。二是首次在会计报表附表

中增加了“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要求企业于年末编制，

分项目反映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年初余额、本年增加数、本

年转回数和年末余额。这是关于资产减值准备在报告和披露

方面的重要改进，无疑增加了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相关性

，使用者能够较为充分地了解企业资产的质量，有利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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