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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与折旧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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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澄清涉及固定资产价值的几个基本概念 
Ａ、固定资产原值（即固定资产入账价值）：指固定资产取得时的成本，即固定资产
到竣工结算为止的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 
Ｂ、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指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累计折旧后的差余额。 
Ｂ＝ Ａ－累计折旧 
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指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相关备抵项目后的净额。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在具体实例中经常表达为固定资产账面净额（见经济科学出版社《会业会计准则
２００２》Ｐ７１２） 
即：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固定资产账面净额 
Ｃ＝ Ａ－累计折旧－减值准备 
＝ Ｂ－减值准备 
Ｄ、固定资产现值有两种情况： 
（１）固定资产销售净价，是指当固定资产发生减值时立即将固定资产出售，扣除相
关费用后可获得的净收入。 
（２）固定资产现金流量现值（以下简称固定资产现值）是根据预计固定资产使用寿
命和该固定资产过去使用期间所产生的经济利益预计的现金流量以及反映货币时间价
值的折现率，算出预期该固定资产持续使用至报废处置所形成的现金流量现值。 
（３）２００２《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指南》指出，上述两种固定资产现值，
取其较高者作为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Ｅ、固定资产账面余额： 
（１）固定资产账面余额的概念仅仅指固定资产原值本身的变动的结果，不涉及累计
折旧和减值准备的备抵项目问题。 
（２）从单一固定资产明细账角度看，固定资产科目永远只体现原值，直到出售、报
废、毁损，才将原值在贷方冲销。因此，单一固定资产不存在账面余额的问题。 
（３）从固定资产总账角度来看，正是因为单个固定资产会出现出售、报废、毁损等
情况，因此固定资产总账的原值会发生变动，存在余额的问题。 
Ｅ＝Ａ－出售、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原值 
二、企业会计准则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有关折旧问题的规定 
１、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的寿命
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 
必须指出，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指固定资产原值减去相关备抵项目（固定资产减值准
备和累计折旧）后的净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在具体实例中经常表达为固定资产账面
净额。 
２、如果已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应当按照固定资产价值恢复后
的账面价值以及尚可使用的寿命重新计算确定折旧率和折旧额。 
３、因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而重新调整固定资产折旧额时，对以前已计提的累计折
旧不作调整。 
４、但是当固定资产价值随后又恢复要转回已确认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时，需同步调
增减值之后已调减的固定资产折旧（即计提减值准备时不减提以前的折旧，但转回减
值准备的同时，必须首先调增计提减值之后相关年度已减提的折旧，如有余额再转回
减值准备，以贯彻稳健性原则）。 
三、会计实例分析 
某企业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购入一台设备，含增值税１３００万元，款已支付。
该设备预计使用８年，预计残值６５万元，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３１日该设备发生减值，现时销售净价２０４万元，未来４年内持续使用至报废形成
的现金流量现值为２８０．８万元。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市场上该设备的销售
净价为４８０万元，未来两年内持续使用至报废处置形成的现金流量现值为５６０万
元。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该设备的折旧一直采用直线法，同时假定该企业按年度计



提折旧。 
计算分析如下： 
１、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１）每年计提折旧＝（１３００－６５）÷８ 
                    ＝１５４．３７５（万元） 
    （２）４年共计提折旧＝１５４．３７５×４＝６１７．５（万元） 
２、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未计提减值准备时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１３００－６１７．５＝６８２．５（万元） 
３、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发生减值准备金额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存在以下两种情况： 
（１）固定资产销售净价。 
（２）固定资产持续使用至报废处置所形成的现金流量现值。 
（３）将两种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取其较高者作为上述公式的减项。 
（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制度规定以较高者作减项，必然使计提减值准备减少，这种作
法似有违会计的稳健性原则。） 
（４）本题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固定资产销售净价为２０４万元，持续使用至
报废处置现金流量现值为２８０．８万元，应取２８０．８万元为减项。 
所以应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６８２．５－２８０．８＝４０１．７（万元）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后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６８２．５－４０１．７＝２８０．８（万元），即持续使用至报废处置现金流量
的现值。 
［笔者认为，如果根据稳健性原则，应计提的减值准备＝６８２．５－２０４＝４７
８．５（万元）］ 
４、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固定资产变动情况如下： 
（１）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两年计提的折旧必须按照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即２０
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现金流量现值２８０．８万元）扣除净残值计算，则２
００６、２００７两年折旧额＝（２８０．８－６５）÷４×２＝１０７．９（万
元），每年折旧额＝１０７．９÷２＝５３．９５（万元） 
（２）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未考虑转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时的固定资产账面
价值为２８０．８－１０７．９＝１７２．９（万元） 
（３）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该设备销售净价为４８０万元，持续使用至报废处
置。 
形成的现金流量为５６０万元，两相比较取其大，则以５６０万元做为固定资产可收
回金额。 
５、现在应如何计算转回减值准备的金额？分析思路如下： 
（１）能否直接把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帐面价值１７２．９万元与５６
０万元相比较，得出必须转回减值准备３８７．１万元的结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１７２．９万元中既包含了２００２年
到２００５年４年的正常折旧６１７．５万元，还包含了第一次确认减值准备的４０
１．７万元，以及在确认减值准备后每年计提的折旧５３．９５万元，两年共计１０
７．９万元，（即１３００－６１７．５－４０１．７－１０７．９＝１７２．９万
元），必须指出，现行制度规定，在转回减值准备的同时，必须首先增加在计提了减
值准备之后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０７年已相应减少的折旧数额［即由２００２到２００
５年的每年正常折旧１５４．３７５万元降至０６－０７年每年折旧５３．９５万
元，两年共减少折旧２×（１５４．３７５－５３．９５）＝２００．８５（万
元）］，因此，不能直接把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帐面价值１７２．９万
元与５６０万元相比较，得出３８７．１万元作为必须转回减值准备的金额。 
（２）会计制度规定：计算转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基本程序是： 
①必须以固定资产最初的原值１３００万元为起点。 
②按不考虑减值准备的情况，计算从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
正常６年折旧额：１５４．３７５×６＝９２６．２５（万元） 
③在这种情况下，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注意：不是账面价
值，也不是账面净额）＝１３００－９２６．２５＝３７３．７５（万元） 
又一个问题提出，能否把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帐面净值３７３．７５万元与５６
０万元相比较，差额为１８６．２５万元，做为计算转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
从理论上讲，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帐面净值３７３．７５万元已经不涉减值准
备，似乎可以将３７３．７５万元与５６０万元的差额１８６．２５万元作为转回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金额，但是如上所述，计提减值准备时，必须减少折旧，而固定资
产价值恢复，需转回已确认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时，必须首先调增固定资产折旧。因
此，上述做法仍然是错误的。 
④正确的做法是：必须把不考虑减值准备，按正常折旧计算的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
日固定资产账面净值３７３．７５万元，作为固定资产的标准净值。以该标准净值为
基本参照系，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的现值进行比较。比较过程中会出
现以下三种情况： 
Ａ：如果固定资产现值＝５６０万＞固定资产账面净值３７３．７５万元，或者固定
资产现值＝固定资产账面净值＝３７３．７５万元，即固定资产现值≥固定资产账面
净值，则表明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没有减值甚至已经增值，在这种情
况下，毫无疑问，必须把２００５年已经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４０１．７万元全
部转回。但是，由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计提了减值准备之后，２００６年至２
００７年已相应减少了折旧数额２００．８５万元，因此必须首先增加折旧额２０
０．８５万元，然后再把４０１．７万元与２００．８５万元的余额２００．８５万
元冲转营业外支出。会计分录如下：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４０１．７万 
   贷：累计折旧 ２００．８５万 
      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０．８５万 
Ｂ：如果固定资产现值＝２７３．７５万元＜固定资产账面净值３７３．７５万元，
则表明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实际减值为１００万元，因为２００５年
已经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４０１．７万元，因此必须转回减值准备３０１．７万
元。同样，在转回减值准备之前必须首先增提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折旧额２０
０．８５万元，然后再把３０１．７万元与２００．８５万元的余额１００．８５万
元冲转营业外支出。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３０１．７万 
    贷：累计折旧 ２００．８５万 
       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０．８５万 
Ｃ：假定固定资产现值＝０＜固定资产账面净值３７３．７５万元，这种情况从理论
上说表明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已经减值３７３．７５万元，但是因为
２００５年已经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４０１．７万元，因此必须转回减值准备＝４
０１．７－３７３．７５＝２７．９５（万元）。同样，该２７．９５万元必须首先
增提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折旧额，因为２７．９５万元＜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
年减少的折旧额２００．８５万元，因此２７．９５万元必须全额增加累计折旧，也
不存在冲转营业外支出转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问题了。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７．９５万 
    贷：累计折旧 ２７．９５万 
必须指出的是，从实践上来说，如果固定资产现值＝０，表明固定资产实际上已经报
废，因此必须进入固定资产的清理，也就不存在转回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问题了。 
四、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以及价值恢复的纳税调整 
（一）会计核算中计提减值准备对纳税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１、计提减值准备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营业外支出的增加，必然减少利润总额，对此，税法规定必须将已提取的减值准备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质而言之，税法不允许企业计提的减值准备抵减应纳税所得额，必
须在企业会计利润总额的基础上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２、计提减值准备必然使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减少。因此，在计提减值准备以后的期间
中，每年计提的折旧必然减少，在正常销售的情况下，必然使企业这一期间利润总额
增加。对此，税法同样规定，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重新计算折旧额与按固定资
产原价计提折旧之间的差异必须进行纳税调整。质而言之，税法对上述少计提折旧而
增加的利润总额同样必须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二）实例分析 
Ａ公司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购入一台设备３０００万元，预计使用期限１０年，２００
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计提减值准备２００万元，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固定资产价
值恢复，将２００１年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回。假定计提减值准备后，每年少提折旧２
５万元。２００３年Ａ公司会计利润总额１８００万元，所得税税率３３％。 



１、经济活动图示： 

 

 

２、从会计角度Ａ公司有关计提减值准备的分录如下： 
（１）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计提减值准备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０万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０万 
（２）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Ａ公司冲回减值准备  ２００万元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０万 
    贷：累计折旧  ５０万 
       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１５０万 
上述分录经简化约分：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５０万 
    贷：累计折旧  ５０万 
３、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基本思维，即０３年Ａ公司会计利润总额１８００万中： 
（１）已包含０３年因０１年计提减值准备而少提的２５万元折旧； 
（２）已包含固定资产价值恢复后冲减营业外支出而增加利润总额１５０万元 
４、对Ａ公司０３年的纳税调整分析如下： 
（１）Ａ公司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１日计提的减值准备计入营业外支出２００万元，
根据税法已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即２００１年计提减值准备２００万元对纳税已无影
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后年度因计提减值准备而增加的利润毫无疑问必须同理调减应
纳税所得额。 
（２）对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而言： 
①０３年少提折旧而增加的利润总额２５万元必须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②减值恢复减少营业外支出，增加利润总额１５０万元，必须调减应纳所得额； 
③应如何理解从计提减值准备到价值恢复全部分录简化为下面这一分录的经济内涵
呢？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５０万 
    贷：累计折旧  ５０万 
其经济涵义是：２００１年计提减值准备作为营业外支出，在２００３年价值恢复时
不能２００万元全额冲回营业外支出，只能冲回１５０万元。还剩下的５０万元营业
外支出，必须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转入累计折旧，以追加从０１年计提减值准备后导
致０２、０３年少计提的折旧５０万元，这５０万元追加的折旧对于纳税而言，在０
２年纳税调整时已调减应纳税所得额２５万元，因此，这剩下的２５万元折旧在２０
０３年调减应纳税所得额。 
必须指出，分录中无论是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还是累计折旧科目，其都不会影响利
润总额，会影响利润总额的是营业外支出。因此，０３年Ａ公司冲回减值准备分录：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２００万 
    贷：累计折旧  ５０万 
       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５０万 
影响利润总额的只有营业外支出的１５０万，至于累计折旧增加５０万仅仅是因为固
定资产价值已恢复，从帐面上调增累计折旧而已。计提减值准备与增加累计折旧对固
定资产而言都是减少其帐面价值，二者本质是一致的。因为增加累计折旧５０万本身
并不影响利润总额，因此纳税调整依然按上述规定０２年调减２５万，０３年调减２
５万。注意以下图示： 

 

 

 

所以Ａ公司０３年应纳税所得额＝１８００－２５－１５０＝１６２５（万元） 
应交所得税＝１６２５×３３％＝５３６．２５（万元） 



注：如果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价值只恢复１５０万元，则：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５０万 
    贷：累计折旧  ５０万 
       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１００万 
则０３年应纳税所得额＝１８００－１００－２５ 
                      ＝１６７５（万元） 
作者单位：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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