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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0/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4_B8_AD_c44_70367.htm 第五章 【2005年5月12日】 【问

题】如何理解固定资产期末计价中已经确认的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的转回问题？ 【解答】在判断资产减值是否转回时，会

计准则强调的是只有在以前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迹象发

生变化而引起的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高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

值时，才对已经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但转回时有

两个限定条件： （1）转回金额不应超过原已计提的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2）在转回已确认的减值损失时，转回后固

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应超过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计算确定

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即：取得固定资产时的账面原价扣除

正常情况下计提的累计折旧后的余额），同时，冲销没有转

回的已提的减值准备，并增加已计提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恢复时，按照下面的思路来作分录，就不

容易出现错误。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倒挤） 贷：营业外

支出 （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和可收回

金额孰小者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累计折旧（

应补提的折旧，即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应计提的折旧和考

虑减值因素情况下计提的折旧之间的差额） 例题：企业2001

年12月31日购入一项管理用固定资产，原价100万元，预计净

残值为0，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2002

年年末该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80万元，到2005年年末

该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65万元，编制该项固定资产从

购入到2005年年末的相关会计分录。 解析：购入时： 借：固



定资产 100 贷：银行存款 100 2002年计提折旧100/10＝10万元 

借：管理费用 10 贷：累计折旧 10 此时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100-10＝9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80万元，应计提减值准

备90-80＝10万元 借：营业外支出 1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 2003年应计提的折旧为：80/9＝8.89万元 借：管理费用 8.89 

贷：累计折旧 8.89 2004年计提的折旧同2003年。 2005年年末

先计提折旧： 借：管理费用 8.89 贷：累计折旧 8.89 2005年年

末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100-10-10-8.89×3＝53.33万元 2005年

年末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100-10×4

＝60万元 此时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65万元，大于固定资

产的账面价值，应恢复减值准备，按照上面的讲解，营业外

支出的金额应是用60和65中的较低者和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60-53.33＝6.67万元，应补提的折旧＝（10-8.89）

×3＝3.33万元 分录应是：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 贷：营

业外支出 6.67 累计折旧 3.33 在运用上面的原则来作这类题目

时，不管可收回金额的价值是多少，都按照上面例题中的思

路来考虑即可。 【2004年12月29日】 【问题】已经计提减值

准备的固定资产，折旧应如何计提？ 【解答】已计提减值准

备的固定资产再计提折旧时，应当按照该项固定资产的账面

价值（即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和已计提的减值准备，

下同），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

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应按照该

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和折旧额的确定方法，按照固定资产价

值恢复后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确定折旧

率和折旧额。按规定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而调整固定资产

折旧率和折旧额时，对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前已计提的



累计折旧不作调整。 例题：甲企业2000年12月30日购入一项

管理用固定资产，原价为100万元，预计净残值为0，使用年

限为10年，2001年年末，由于经济因素的不利影响，该项固

定资产的预计可收回金额为60万元；到2002年年末，不利因

素基本消失，此时预计可收回金额为70万元。固定资产按照

直线法计提折旧。 要求：计算每年应计提的累计折旧，并做

出购入至2003年年末的相关账务处理。 解答：本题涉及到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恢复以及计提或恢复减值准备后累

计折旧的处理问题。 2000年12月30日购入，应从2001年1月1

日开始计提累计折旧。 2001年年末应计提的累计折旧

：100/10＝10万元，分录： 借：管理费用 10 贷：累计折旧 10 

计提完折旧后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100-10＝90万元，而此时

可收回金额预计为60万元，所以应计提减值准备30万元，分

录： 借：营业外支出 3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 2001年年

末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00-10-30＝60万元，在剩余的9年

内按照直接法计提折旧，每年应计提：60/9＝6.67万元，所以

，2002年年末应计提折旧6.67万元，分录： 借：管理费用 6.67

贷：累计折旧 6.67 此时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60-6.67＝53.33

万元，不考虑减值因素情况下此时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100-20＝80万元，而此时预计可收回金额为70万元，不考虑

减值因素的账面净值大于可收回金额，所以应转回计提的减

值准备：70-53.33＝16.67万元（同时没有超过减值准备的计提

总额30万元）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 贷：营业外支出

16.67 累计折旧 3.33 2002年年末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60-6.67＋16.67＝70万元，在剩余的8年内按照直线法计提累

计折旧。所以2003年应计提累计折旧：70/8＝8.75万元，分录



： 借：管理费用 8.75 贷：累计折旧 8.75 【问题】固定资产的

账面价值、账面余额和账面净值应如何区别？ 【解答】关于

账面价值、账面余额和账面净值的区别： 对固定资产来讲： 

账面价值＝固定资产的原价－计提的减值准备－已提的累计

折旧； 账面余额＝固定资产的账面原价； 账面净值＝固定资

产的折余价值＝固定资产原价－计提的累计折旧。 对于企业

的资产，只涉及账面价值和账面余额的概念。账面价值都是

减去计提的减值准备后的金额；账面余额都是各自账户结余

的金额。 第六章 【问题】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核算应注意什

么问题？ 【解答】首先应明确无形资产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是指以下两项金额中较大者：（1）无

形资产的销售净价；（2）预计从无形资产的持续使用和使用

年限结束时的处置中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如果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其可收回金额，则应按超过部分确

认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入当期的

营业外支出。 无形资产计提了减值准备后，当表明无形资产

发生减值的迹象全部消失或部分消失，而将以前年度已确认

的减值损失予以全部或部分转回的，企业应按不考虑减值因

素情况下计算确定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进行

比较，以两者中较低者，与价值恢复前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

之间的差额，调减已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

营业外支出。 可以通过例题来掌握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核算中

应注意的问题： 例题：2000年1月1日，甲企业外购A无形资

产，实际支付的价款为120万元。根据相关法律，A无形资产

的有效年限10年。甲企业估计A无形资产预计使用年限为6年

。 2001年12月31日，由于与A无形资产相关的经济因素发生不



利变化，致使A无形资产发生减值，甲企业估计其可收回金

额为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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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