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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要】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需要企业增加投资，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国家部署完善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本文拟从净利润、所得税及现金流量三个方

面，分析新政策实施对企业的影响，进而为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如何利用新政策获利

提出建议。
 

【关键词】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平均年限法一、引言
 

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利润率普遍下降，普遍存在融资难、融资成本高

的问题，资金链的压力过大。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迫切需要企业加

大投资，不断创新。基于此，2014年9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部署完善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以延缓企业纳税时间，降低企业当前税

负，进而缓解企业现金流的压力，促进企业扩大投资，支持企业不断创新，实现企业

可持续发展，将会对企业的净利润、所得税、现金流量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

从净利润、所得税及现金流量三个方面，分析新政策实施对企业的影响，进而为企业

的投资决策以及如何利用新政策获利提出建议。
 

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内容及其对企业的影响
 

（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主要内容
 

1. 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用于研发的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超过100万元的，可按60%

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折旧。
 

2. 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价值不超过5 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

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
 

3. 对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的固定

资产，允许按规定年限的60%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等方法加速折旧，

促进扩大高技术产品进口。
 

（二）对企业的影响
 

1. 对净利润的影响。根据政策规定，企业可以对符合规定的固定资产按双倍余额递减

法计提折旧，则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在其折旧期内呈现“前多后少”的分布。在其他成本

费用不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早期成本费用较高，而在固定资产折

旧的后期成本费用较低。假设在固定资产折旧期内，企业的收入能力稳定，即企业收

入水平不变，则企业利润总额逐年降低，在所得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净利润

水平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早期较低，此后随着折旧额的降低而提高。
 

若企业按照60%缩短折旧年限，则固定资产在原折旧期的早期有折旧，原折旧期的后

期无折旧。在其他成本费用不变的情况下，使得企业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成本费用较

高，而在固定资产无折旧时成本费用较低。假设在固定资产原折旧期内，企业的收入

能力稳定，即企业收入水平不变，则企业利润总额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低，无折旧时

高，在所得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净利润水平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低，无折旧时

高。
 

2. 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在双倍余额递减法下，固定资产的折旧额在其折旧期内呈

现“前多后少”的分布。在其他因素（收入、其他成本费用）都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

润总额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早期较低，此后随着折旧额的降低而提高，在所得税税率不

变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企业的应交所得税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早期较低，此后随着折旧

额的降低而提高。
 

在按60%缩短折旧年限的情况下，固定资产在原折旧期的早期有折旧，原折旧期的后

期无折旧。在其他因素（收入、其他成本费用）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总额在固定

资产有折旧时低，无折旧时高，这将导致企业的应交所得税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低，

无折旧时高。
 

查看版面大图

http://www.ckyk.cn/index.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home.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class-JNLSCOR0-JNKPNQL0.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list-JOHPHOO4.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DNHOK.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EMHOO.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ERLPE.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FQLPM.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GPLQG.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HOLRC.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INLRQ.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JMMMM.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JRQNO.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sort-JOHPHOO4-JNDQKQQPC.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detail-JNNRMQLNM8.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detail-JNNRNMIQG0.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detail-JNNRNOKML4.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detail-JNNRNQLPF0.shtml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detail-JNNROMIRO8.shtml
http://www.ckyk.cn/upload_files/20150323/8178827.jpg


2018/11/30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的影响|2015年|第二月|财会月刊（4期）|参考借鉴|历年期刊|财会月刊

http://www.ckyk.cn/periodical/previous_detail-JNNRNQLPF0.shtml 2/4

3. 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来说是现金的流出。若企业采用双倍余

额递减法，在其他因素（收入、其他成本费用）都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应交所得税在

固定资产折旧的早期较低，此后随着折旧额的降低而提高，这会导致企业的现金流量

在固定资产折旧期初较高，此后随着折旧额的降低而降低。
 

若企业按60%缩短折旧年限，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应交所得税在固定资

产有折旧时低，无折旧时高，这会导致企业的现金流量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高，无折

旧时低。
 

三、案例分析
 

假设某制造业企业于2014年1月1日购入价值500万元的研发设备一台，使用期限为5

年，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
 

（一）相关指标的计算
 

1. 平均年限法下相关指标的计算。
 

2014年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原值
 

2015年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上期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上期应计提折旧额=500-

100=400（万元）
 

依此类推，可以计算出余下各期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的金额。
 

本期应计提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可使用年限=500÷5=100（万元）
 

折旧可抵扣的所得税额=本期应计提折旧额×所得税税率=100×25%=25（万元）
 

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本期应计提折旧额+折旧可抵扣所得税额=-100+25=-75（万

元）
 

具体计算指标如表1所示。

 

 

 

 

2.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相关指标的计算。
 

2014年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原值
 

2015年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上期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上期应计提折旧额=500-

200=300（万元）
 

依此类推，可以计算出余下各期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的金额。
 

2014年本期应计提折旧额=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2÷固定资产可使用年限）

=500×（2÷5）=200（万元）
 

2015、2016年本期应计提折旧额计算与2014年相同。
 

2017年本期应计提折旧额=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2=108÷2=54（万元）
 

2018年本期应计提折旧额计算与2017年相同。
 

折旧可抵扣的所得税额=本期应计提折旧额×所得税税率=200×25%=50（万元）
 

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本期应计提折旧额+折旧可抵扣所得税额=-200+50=-150（万

元）
 

具体计算指标如表2所示。

 

 

 

 

3. 按60%缩短折旧年限的情况下相关指标的计算。
 

2014年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原值
 

2015年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上期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上期应计提折旧额=500-

166.67=333.33（万元）
 

依此类推，可以计算出余下各期固定资产期初账面价值的金额。
 

本期应计提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可使用年限=500÷（5×60%）

=166.67（万元）
 

折旧可抵扣的所得税额=本期应计提折旧额×所得税税率=166.67×25%=41.67（万

元）
 

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本期应计提折旧额+折旧可抵扣所得税额

=-166.67+41.67=-125（万元）
 

具体计算指标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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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旧政策对各指标的影响
 

1. 对净利润的影响。由于折旧以成本费用的形式在税前进行扣除，所以，一方面折旧

使得利润总额减少，另一方面折旧通过减少利润总额，进而会减少企业应交纳的所得

税，即具有抵税作用。因此，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应该是对这两方面的影响之和，即

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折旧额+折旧可抵扣的所得税额（“+”表示使净利润增加，“-”表

示使净利润减少）。其中，折旧可抵扣的所得税额=折旧额×所得税税率。
 

（1）表1与表2的计算结果比较。平均年限法下，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数额始终不

变，即在利润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折旧期内净利润不变；双倍余额递减法下，折旧对

下，折旧期内净利润随时间递增。
 

（2）表1与表3的计算结果比较。平均年限法下，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数额始终不

变，即在利润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折旧期内净利润不变；折旧年限缩短60%的情况

下，在2014 ~ 2016年期间，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数额较大，即在利润总额不变的情

况下，此期间内净利润较低，在2017 ~ 2018年期间，企业不再计提折旧，折旧额为

零，因此折旧对净利润的影响数额也为零，即在利润总额不变的情况下，此期间内净

利润较高。
 

2. 对企业应交所得税的影响。企业应交所得税受到企业的利润总额和税率的影响，当

税率不变时，所得税额的大小取决于利润总额的大小。
 

（1）表1与表2的计算结果比较。平均年限法下，折旧期内折旧额不变，在其他因素

（收入、其他成本费用）都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总额不变，在所得税率不变的情

况下，企业应交所得税额不变。双倍余额递减法下，折旧期内折旧额递减，在其他因

素（收入、其他成本费用）都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总额递增，在企业所得税率不

变的情况下，企业应交所得税额随时间递增。
 

（2）表1与表3的计算结果比较。平均年限法下，按照较长的期间计提折旧，折旧额

相对较低，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总额较高，在企业所得税率不变的

情况下，企业应交所得税额较高。在折旧年限缩短60%的情况下，在2014 ~ 2016年

的折旧期间内，折旧额增加，因此企业利润总额较低，在企业所得税率不变的情况

下，企业应交所得税额较低，而在2017 ~ 2018年期间，企业不再计提折旧，在其他

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利润总额较高，因此在企业所得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应交

所得税额较高。
 

3. 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受到现金流入量和现金流出量的影响，当现金

流入量不变时，现金流量的大小取决于现金流出量的大小。企业某年现金净流量可以

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现金净流量=税后收入-税后付现成本+折旧抵税
 

根据这个公式，在收入、付现成本和所得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折旧额的高低决定了

企业某年现金净流量的高低。
 

（1）表1与表2的计算结果比较。平均年限法下，折旧额不变，因而现金流量不变。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折旧额随时间递减，因而现金流量随时间递减。
 

（2）表1与表3的计算结果比较。较长折旧期间的平均年限法下，折旧额不变且较

低，因而现金流量不变且较低。折旧年限缩短60%的情况下，在2014 ~ 2016年期

间，折旧额较高，因而现金流量较高，在2017 ~ 2018年期间，没有计提折旧，折旧

额为零，因而现金流量较低。
 

四、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1. 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若企业利润水平不变，企业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

时，净利润水平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早期较低，此后随着折旧额的降低而提高；企业采

用按60%缩短折旧年限时，净利润水平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低，无折旧时高。
 

2. 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在所得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采用双倍余额

递减法时，企业的应交所得税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早期较低，此后随着折旧额的降低而

提高；企业采用按60%缩短折旧年限时，企业的应交所得税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低，

无折旧时高。
 

3. 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实施后，在其他因素都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采用双倍余额

递减法时，企业的现金流量在固定资产折旧期初较高，此后随着折旧额的降低而降

低；企业采用按60%缩短折旧年限时，企业的现金流量在固定资产有折旧时高，无折

旧时低。
 

（二）对策建议
 

1. 企业应根据自身状况来适当利用新政策。①对于拥有较大价值固定资产，折旧额在

成本费用中所占比重较大的企业，可以利用新政策的优惠及时更新固定资产。②创立

初期的企业可以在新政策实施后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以获得税收上的优惠，同时减

轻现金流量的压力；成长期的企业可以借此机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扩大企业规模。

③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企业可以加快规模扩张；其他行业企业可

以加大在研发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升级技术。④拥有2014年1月1日前购进的尚在使

用的固定资产的企业，可以结合固定资产的使用状况做出投资决策。若固定资产临近

报废时点，则可提前更新，一方面享受新政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新固定资产的高

效率也将提高企业生产力。若固定资产距离报废尚有一定时间，则可以综合考虑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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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的生产效率以及市面上新固定资产的价格，做出相关决策。
 

2. 企业可以结合筹资和投资决策，做出新政策下的固定资产更新决策。若企业无固定

资产更新预算，则需要比较新筹集资金的成本，或更改原有资金用途的机会成本，与

新政策下节约的现金流量的数额，此时应当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节约的现金流

量可能带来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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