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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璐瑾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资产减值的计提与转回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特别是2006年新会计准则对资产减值一经确认

不得转回的规定更是为会计界带来了丰富的研究机会，本文分别从支持和质疑长期减值不能转回两个方面，对相应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

和评价, 进而对我国资产减值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研究空间进行探索。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字：字：字：字：资产减值 减值转回  

一、引言一、引言一、引言一、引言 

关于资产减值计提与转回的规定，初衷本是通过这一会计处理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同时提高会计

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不乏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例子。面对这种状

况，新会计准则规定资产减值一经确认不得转回，这引发了学者们关于这一规定的激烈讨论，迄今为止

关于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的成果。那么，新会计准则对于资产减值不能转回的规定是否

有效遏制了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上市公司是否存在利用其他替代手段转移减值项目的问题？本文就对

该领域的现有研究成果做一回顾和评述，希望能借此发现我国资产减值研究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的研

究拓展空间。 

二、二、二、二、关关关关于新准于新准于新准于新准则则则则中中中中资产减资产减资产减资产减值值值值不能不能不能不能转转转转回的探回的探回的探回的探讨讨讨讨 

自2006年财政部会计司颁布新会计准则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资产减值可否转回的问题便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结以往的研究

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分析了新减值准则颁布后企业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的行为特点、资产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是否存在减值项目

“转移”等问题，最终的研究结论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赞同新资产减值准则，认为此举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一定程度上遏制

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资产减值不得转回不仅损失了信息的相关性，而且管理层仍然可以利用替代方式进行盈余

管理。
 

1.赞同新资产减值准则
 

首先，蔡祥和张海燕(2004)、王建新(2007)、李扬和田益祥(2007)等的研究都表明进行盈余管理是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的主要动

机，这就间接支持了新会计准则中关于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规定。其次，张然、陆正飞、叶康涛(2007)的研究发现，新准则颁布以后

实施以前，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变得更为谨慎，说明新准则的颁布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亏损公司利用减值准备进行“大清洗”的行为。步

丹璐和叶建明(2009)则进一步将资产减值分为正常与非正常两种，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新准则下减值信息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低于旧准则

下的水平，进一步证明新准则缩小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关于减值信息相关性方面，于李胜(2007)的研究表明，新准则中资产减值不得

转回的规定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周冬华、赵玉洁(2009)的研究则直接表明，相比于旧会计准则时期，新会计准则时期的资

产减值信息价值相关性更高。洪金明、胡威(2010)则认为由于投资在不具备正确识别减值信息的能力，新准则禁止资产减值的转回可以有

效减少交易成本。
 

2.质疑新资产减值准则
 

与上面的观点不同，一部分学者对资产减值不允转回的规定持反对的态度。谭文岚(2007)、马施(2007)的

研究表明，新减值准则出台后企业仍可利用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这一规定不能达到限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目

的。谭燕(2008)对具有撤销特别处理动机和融资动机的公司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观点。艾健明、王孜(2010)以2006年前上市的130家制造业

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禁止长期资产减值转回没有反映资产价值的双向变化，不能反映长期资产的真实价值。

有学者发现企业不仅利用短期资产减值进行利润调节，而且还通过长期资产处置实现盈余管理。李享(2009)研究了 2003-2006年A股非金融

保险行业上市公司，结果表明，企业存在前期超额计提后期通过规划交易处置资产以实现盈余管理的现象，而且与利用减值转回操纵盈余

相比这种方法更为隐秘。来华、黄娇丹(2007)通过验证资产减值在资本市场的反应，证明了禁止资产减值转回将减少资产减值的部分信息

含量，进而使得资产减值信息的相关性锐减。黎明和党玉芳(2009)、刘继红和冉溶(2010)、张潇汀(2011)等则从计提减值的理论以及我国会

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角度，详细阐述了应该允许资产减值转回的理由。
 

三、三、三、三、国内国内国内国内研研研研究存在的不足和未究存在的不足和未究存在的不足和未究存在的不足和未来来来来发发发发展方向展方向展方向展方向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对于资产减值可否转回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可以看出对于这
 

 



一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这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1.目前，对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室通过对所有上市公司的统一分析得到的，这种研究虽然反映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整体状况，但

是要想得到更为准确、细致的理论成果，以后的学者们还需对研究对象加以合理的分类。
 

2.对于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缺乏系统性、长期性。现有文献对资产减值转回的研究多以截面数据或是两到三年的数据为对象，短期

的数据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的说服力不强。后期的研究应扩大研究的年限，从更长的时间跨度观察企业减值转回的特

点。
 

3.国内实证文章的模型设计缺乏新意，而且变量的构建大都来自资产负债表与利润表，相比于国外资产减值研究时对现金流量的广

泛关注，国内的模型设计还有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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