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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6_A0_BC_c48_81836.htm 第一章 资产减值一、关键考点的

相关知识要点 （一）存货减值 1.存货减值的判断 大纲 P1 2.直

接出售的商品减值的计量： (1)计算该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预

计售价－预计销售税费 (2) 计算该存货应计提的跌价准备 应

计提的跌价准备＝该存货的成本－其可变现净值－已计提的

跌价准备＞ 0 计提（＜ 0 冲销） 3.用于加工商品的“材料”

减值的计量（包括：原材料、在产品、半成品等） (1) 判断用

该材料生产的产品是否减值： ① 计算用该“材料”生产的产

品其可变现净值：（方法同上） ② 如果用其生产的产品可变

现净值＞产品成本，则，产品未减值。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

成本计量，即，该材料的跌价准备＝ 0 ③ 如果用其生产的产

品可变现净值＜产品成本，产品已经减值，该材料应当按照

可变现净值计量。 (2) 计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材料的可变现

净值＝商品的估计售价－至完工估计发生的成本－估计的商

品的销售税费 或：＝产品的可变现净值－至完工估计发生的

成本 (3)计算材料应计提的跌价准备 材料应计提的跌价准备＝

材料的期末成本－材料的可变现净值－已计提的跌价准备＞

0 计提（＜ 0 冲销） （二） 金融资产减值 1.金融资产减值的

判断 大纲 p3-4 2.金融资产减值的计量 (1)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

提减值准备 ＝按实际利率计算的债券摊余成本－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 按实际利率法计算的债券摊余成本＝ 期初该债券

的账面价值 本期折价摊销(- 本期溢价摊销） (2)贷款和应收款

项应计提的减值准备＝ 该金融资产的账面摊余成本－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 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等金融资产

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

，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如债务人的信

用评级已提高等），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计入

当期损益。但是，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应当超过假定不计提

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3)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减值及其转回的处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未发生减

值，但公允价值变动时，应当将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资本

公积”；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原由于公允价

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已经计入资本公积的部分转出，计

入当期损益。 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即，债

券），在后续会计期间公允价值上升且客观上与原减值损失

确认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即，股票）投资发生

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损益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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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