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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B3_A8_c47_80797.htm 6.固定资产的处置 因出售、捐赠

、抵偿债务、报废、毁损等原因减少的固定资产，应通过固

定资产清理核算。固定资产清理后发生的净损益，应区别不

同的情况进行处理。属于企业筹建期间的，计入或冲减长期

待摊费用；属于生产经营期间的，应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

处支出。 7.无形资产的要概念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

、提供劳力、出租给他人，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

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可分为说辨识的无形

资产和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

非专利枝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不

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 8.无形资产入账价值的确定 （1）

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 购入的

土地使用权，或以支信土地出让金方取得的土地出让金方式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并作

为无形资产核算；待该项土地开发时再将其账面价值转放相

关在建工程（房地产开发企业将需要开发的土地使用权账面

价值转入开发成本）。 （2）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按投

资各方确认的价值作为实际成本。 （3）接受捐赠的无形资

产，其实际成本应分别以下情况确定：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

据的按据标明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捐赠方没

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如下顺序确不定期其实际成本：同类

或类似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

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实际成本。 （4）自行开发



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

册费、聘请律师费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 在研究与

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料费用、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

利费、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租金、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已经惊动人各期费用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项无形资

产获得成功并依法申请取得时，不得再将原已计入费用的研

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 9、无形资产后续支出、应在发生当

期确认为费用。 10.企业应将入账的无形资产在一定年了限内

摊销，其摊销金额计入管理费用（自由）或其他业务支出（

出租），并同时冲减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无形资产应自取

得当月起在预计使脸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

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该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按如下原则确

定： （1）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

，摊销年限不应超过合同规定的有效年限； （2）合同没有

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

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 （3）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

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

两者之中较短者。 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

有效年限的，摊销年限不应超过10年。 企业购入或以支付土

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在尚未开发或建造自用项

目胶，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并按以上原则确定的期限分期摊

销。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品房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

价值全部转入开发成本；企业因利用土地建造自用某项目时

，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 11.无形

资产的期末计量 （1）企业应定期对于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进

行检查，至少每年年末检查一次。如果发现以下一种或数咱



情况，则应对于形资产的可回金额进行估计，并将该无形资

产的账面价值超过可收金额的部分确认为减值准备；○1该无

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使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

的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2该无形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

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预期不会恢复；○3其他足以表明该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已超过可收回金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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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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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计入当期的营业支出。 

（3）无形资产计提了了减值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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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无形资产出售所得价款与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应计入当期损益。 当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

时，应将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该无

形资产已被资产已被共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且已不能办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该无形资产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且不能给企

业带来经济利益。 13.其他资产 （1）长期待摊费用，是指企

业已经支出，但摊销期限在1年以上（不含1年）的各项费用

。长期待摊费用应单独核算，在费用项目的受益期内分期平

均摊销。 如长期待摊的费用项目不能使以后会计期间受益闪



的，应将尚未摊销的核项目的摊余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除购置和建造固定资产以外，所有筹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

先在长期待摊费用用中归集，待企业开始生产经营当月起一

次计入当期损益。 （2）其他长期资产，一般包括国爱批准

储备的特种物资、银行冻结存款以及临时施涉及诉讼中的财

产等。其他长期资产可根据产的性质及特点进行明细核算。

14.非货币性交易 （1）非货币性交易，是指交易双方以非货

币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这咱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

性资产（即补价）。其中，货币性资产，是指持有的现金及

将以固定呀可确定金额的货币收取的资产，包括现金、应收

账款和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非货币

性资产，是指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股权投资以主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

。 如支付的货币性资产占换入资会允价值的比例（或，占换

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支付的货币性资产之和的比例）不高

于25%（小于等于25%），则视为非货币性交易，应根据非货

币交易的核算原则进行处理；如果这一比例高于25%，则视

为货币性交易，应根据通常发生的货币性交易的核算原则时

行核算。 （2）对不涉及补价的非货币性交易，企业换入资

产的账价值，应以换出资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确定。 对于非货币性交易中发生的换入的存货所涉及的增值

税进项税额，如属可抵扣的，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应按换出

资产的账面价值扣除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加上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 （3）对涉及补价

的非货币性交易，支付补价的，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应

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确定。 



收到补价的，其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应按以下公式计算确

定：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补价 应确认的收

益（或损失）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应确认的损益=补价-（补价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换出资产账面价值-（1-换出资产账面价

值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应交的税金及教育费附加 换出资产公

允价值） 补价（4）涉及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交易，不涉及

补价的，应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

勤总额的比例，对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与应支付的相关

税费之和进行分配，并按分配后的各项资产的价值作为各单

项资产的入账价值。 企业发生涉及多项资产的非货币性交易

时，支付补价的，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按换入各项资产的

公允价值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对负出资产账面价

值总额与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进行分配，以确定换

入各项资产的入账价值。 企业发生涉及多面资产的非货币性

交易时，收到补价的，应遵循不涉及多英资产且收到补价情

况下确定换入资产入账价值原则，确定所换入多项资产的入

账价值总额，再按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占换入资产公允

价值总额的比例，对所换入多项资产的放账价值总额进行分

配，以确定换入各项资产的入账价值。 （5）企业应就非货

币性交易披露如下内容：○1非货币性交易中换入、换出资产

的类别；○2非货币性交易中换入、换出资产的金额，指非货

币性交易中换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补价、应确认的损

益以及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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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