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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与累计折旧是固定资产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

反映着固定资产的价值，因而在实务中对两者的差别认识不

清，存在许多模糊之处。现代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决策有用

”， 同时，企业规避风险的内在动力和投资者追求会计信息

决策有用的外部力量催生了资产减值会计的产生与广泛运用

。企业要合理使用固定资产减值会计必须拥有优秀的会计师

、建立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依托成熟的资本市场。 2001年

度，财政部颁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首次将减值会计应

用到固定资产的期末计量。为配合企业会计制度的具体实施

，2002年财政部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对固

定资产减值会计作了详细的规定，要求企业在期末对固定资

产进行检查，发现固定资产发生诸如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

值或经济性贬值等有形或无形损耗时，应当计算固定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以确定固定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固定资产减值

会计的运用，对我国传统会计观念造成很大冲击，它将引发

许多新会计问题。 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是固定资产核算的重

要组成部分，从《资产负债表》内容上看，“折旧”与“减

值准备”都是“固定资产”的备抵项目，两者互为补充，共

同反映固定资产帐面价值的减少。无论是计提减值准备，还

是提取折旧，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正确计算损溢、减少风

险损失、合理确定成本补偿尺度”的“谨慎”原则。也正是

因为固定资产减值与折旧有着许多共同之处，所以导致实务



中对两者的差别认识不清。 一、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依据与

目标 (一)资产减值会计的理论依据 现代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向

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信息，建立在历史成本计量基

础上的会计信息，其决策有用性正日益受到会计信息需求者

的质疑。因此，近年，无论是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还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在努力围绕会计目标重新构建财

务会计理论框架，修订会计要素的概念、确认与计量的标准

，这些举措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将资产定义为预期的未来

经济利益。因为从一个盈利企业来看，其持有资产的目的就

是为了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我国《企业会计制度》也顺应

了国际潮流，采纳了这个最能体现资产本质特征的定义。该

定义的采用，为资产减值会计在实务上推广使用打下了理论

基础。 如果说会计信息需求者追求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是催生

资产减值会计存在的外部力量，那末，企业规避风险就是刺

激资产减值会计使用的内在动力。现代企业在充满不确定性

的经济环境中经营，企业对现实或潜在的风险采取激进抑或

保守的态度，经过长期的会计实践，西方会计理论与实务界

总结出的稳健原则( 我国称其为谨慎原则)精辟地阐明了企业

应采取的态度。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资产账面历史成本高

于其未来经济利益，会计就不应坚持历史成本计量资产价值

，否则会导致虚计资产价值，虚计帐面利润的严重后果，无

法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从而误导投资者。

因此，当资产出现账面价值高于其预期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

益时，将其差额计入损失，使期末资产按较低的现行价值计

量，这就是资产减值会计的实质所在。 (二)资产减值会计的

目标 资产减值会计的目标应当服从于财务会计的目标，即 “



决策有用”。当企业面临现实或潜在的风险时，通过资产减

值这个通道，预警和消化风险，提高企业资产质量，增强企

业防范风险的能力，最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不过，我们应

清醒的认识到，利用资产减值这个会计方法并非能处理企业

面临的所有风险。但是，没有资产减值会计，企业也就缺失

了一个化解风险的有效方法，所以资产减值会计的意义在于

此。 二、固定资产减值会计的使用条件和范围 固定资产减值

是指，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应用固定资

产减值会计关键需要在资产负债表日合理判断固定资产可收

回金额。过去，我国行业会计制度是以税法为导向，柔性不

足，刚性有余，企业不必也无法进行职业判断。现今，企业

会计制度与税法已经相互分离，会计制度以投资者为导向，

较之过去，已有相当柔性空间，会计职业判断贯穿其中。职

业判断是对我国会计制度的创新，没有以投资者为导向的会

计制度，职业判断也无从谈起，企业要想让资产减值会计发

挥作用，必须熟练把握职业判断。 (一)运用固定资产减值会

计,需要会计师具备优秀的职业判断能力 从技术层面来讲，合

理分析判断固定资产减值，不仅需要会计师具有丰富的会计

经验，还需要会计人员了解掌握工程、建筑等方面的知识，

因为企业固定资产涉及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在建工程

等各种不同类型。即使相同的企业，对资产使用效率也不同

，而且，资产的价值会随不同的时点发生变化。所以，会计

师只有具备会计、工程、评估、市场等复合的知识结构，才

会得出高水平的职业判断结果，否则，判断的结果可想而知

。我国现有的会计从业人员大约是1200万，真正有能力从事

职业判断的会计师并不多，会计师的综合素质不高，将直接



影响职业判断的水平，制约固定资产减值会计的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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