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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9_A8_E8_AE_BE_E5_c47_80754.htm 内容提要： 文章对机

器设备评估报告撰写中涉及的几个问题提出看法。其中涉及

求取重置成本时，不应使用“历史成本法”这一不规范用词

；成新率的评定应根据设备的价值、数量等不同情况调整具

体方法；计量单位应采用国际单位制；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不

一定要在时间上做太短的限定。 不论整体资产评估或单项资

产评估，机器设备评估都是经常要涉及的一项评估。机器设

备评估报告或评估说明的撰写既需要熟练掌握评估理论，还

需要对该类设备知识，甚至包括对标准、计量等工业经济理

论、法律知识的了解。结合工作实践，对评估报告书撰写中

涉及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一、关于运用“历史成本

法”求取重置成本 在一些采用成本法进行机器设备评估的报

告中，在求取机器设备重置成本的具体方法时，有人用“历

史成本法”一词。实质就是将账面原值当作重置成本的一种

方法。她它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账面原值是客观、合理的

；二是该类设备从购买日至评估基准日价格无变动。纵观近

几年的资产评估教材，没有用“历史成本法”作为求取重置

成本的一种方法。对于一些评估价值较低、数量较多的机器

设备，如果评估人员认为评估对象的机器设备具备上述两个

条件，笔者认为应将说明清楚，而不要使用“历史成本法”

这一不规范用词。 二、关于运用“使用年限法”评定成新率 

评定机器设备的成新率，常采用“使用年限法”即：成新率=

（总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总使用年限；或采用“工作量比



例法”即：成新率=（总使用工作量已使用工作量）/总使用

工作量。“使用年限法”或“工作量比例法”是根据同类型

机器设备的一般使用情况总结出来的。如果将上述公式和“

现场勘察法”结合起来，运用加权平均法或算术平均法综合

确定出成新率，这样评定成新率还是合适的。或者单独采用

“尚可使用年限法”即：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

限 尚可使用年限），这一公式也是合适的。但是尚可使用年

限的确定，是需要由对评估对象的这一类机器设备的性能及

可使用年限相当熟悉的工程技术人员才能做出的，一般的评

估人员及不是本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是很难界定这一尚可使

用年限的。 如果单独采用上述“使用年限法”或“工作量比

例法”来评定成新率就有值得商榷之处。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有两台同一厂家生产、同时投入使用的汽车，国家规定

的强制报废里程均为五十万千米(公里)。1#汽车行驶八万千

米（公里）后因翻车损坏严重至评估基准日仍未修复，2#汽

车正常行驶至评估基准日达十万千米（公里）。两台汽车以

同一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若按“工作量比例法”的原理采

用“使用里程法”，就会得出1#汽车的成新率高于2#汽车的

成新率的错误结论，使评估值偏离实际情况。对机器设备的

评估，不论评估价值多小，如果只是单独采用“使用年限法

”或“工作量比例法”，无法反映评估人员对各个评估对象

具体情况的评判，形成使用年限或使用工作量相同，则成新

率必然相同的有可能出现错误的结论。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

价值大的重点设备应采用“现场勘察法”结合“使用年限法

”或“工作量比例法”来评定成新率；对于价值小数量大的

一般设备在采用上述“使用年限法”或“工作量比例法”来



评定成新率时，最好在上述公式后乘以一个或多个K，即：

成新率=（总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总使用年限×K；或，成

新率=（总使用工作量已使用工作量）/总使用工作量×K。也

就是说将评估对象机器设备与一般正常使用的同类机器设备

进行对比、修正，进而确定评估对象机器设备的成新率。这

个（或多个）修正系数K，可以包括对评估对象机器设备的

原始制造质量、维护保养情况、使用环境、使用强度等的修

正。乘以一个或多个K，用来反映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具体

情况的评定和估算。这个K也可以表现为加上或减去一个值

，即将K换成（1±G ）。上述例子中那辆出事故的汽车，就

可以在按“使用里程法”正常算出该汽车评估值的基础上，

减去该汽车的修复费用G。 另外，评估人员若认为评估对象

机器设备与一般正常使用的同类机器设备的使用状况相同或

相近，那么就可将K值取1，即成新率=（总使用年限－已使

用年限）/总使用年限×1或成新率=（总使用工作量－已使用

工作量）/总使用工作量×1。这样，实际上就还原成了原来

的“使用年限法”、“工作量比例法”的公式。因此将“使

用年限法”、“工作量比例法”的公式后乘以一个或多个K

（或者将K换成1±G），既能使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的个别

性能状况的评价有所表达，又能使评估人员对大多数使用状

况正常的评估对象机器设备评价的表达比较简单（即K值取1

）。 三、关于机器设备的“缺陷”和“瑕疵” 有些评估人员

在撰写机器设备评估报告时，对机器设备的质量或使用状况

的评价喜欢使用存在“缺陷”一词，却不知“缺陷”这一词

的含义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第四十六条指出：“⋯⋯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



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评估人员如

果在评估报告中称评估对象机器设备存在某种“缺陷”，其

含义就是说该台机器设备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

的危险。如果真是存在这样的危险，这台机器设备就应该停

止使用，其成新率就应该很低。事实上，许多评估人员并不

是想表达评估对象机器设备真的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

安全”的危险，只不过是由于错误的习惯说法，造成误解。

作为评估人员有必要使用符合法律规定并且规范的用语来撰

写评估报告。评估人员如果想表达评估对象机器设备只存在

使用性能上的不足时，应该使用“瑕疵”一词。 四、关于评

估报告应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及计量器具成新率的评定 早

在1985年我们国家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以

下简称《计量法》）。《计量法》规定我们“国家采用国际

单位制。”“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

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计量法》还规定“非国家法

定计量单位应当废除。” 评估机构有时聘请一些老工程技术

人员撰写机器设备评估说明，由于旧习惯的影响，往往还在

使用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而我们有些评估师又是学会计出

身，对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也不甚了解，因此使评估报告中屡

屡出现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例如，国际单位制长度的基本

单位名称为“米”，单位符号为小写的“m”。公里的单位

名称就要写成“千米”，单位符号为“km”。评估报告中不

应出现里、尺、寸等非法定长度计量单位。另外，长度单位

符号为小写的“m”，而非大写的“M”。由长度单位导出

的面积单位应该是“平方米”，而不能用亩、平方丈等非法

定计量单位。“平方米”的单位符号为小写的“m2”，不应



写成大写的“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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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