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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弃置费用后续变动的会计处理
——解读《企业会计准则解释6号》

骆剑华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财经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针对固定资产弃置费用发生变动三种情况，《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6号》给出具体会计处理规定。笔者

以为预计负债变动在性质上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其后续核算适用未来法，将弃置费用“新旧估计数”折现到变更时

点，比较两者差额即为预计负债变动金额。

【关键词】弃置费用 预计负债 折现率 递延所得税

一、《企业会计准则解释6号》对弃置费用后续变动处
理的规定

财会［2014］1号《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6号》（简称“1
号文件”）对预计负债后续变动规定，由于技术进步、法律

要求或市场环境变化等原因，特定固定资产的履行弃置

义务可能发生支出金额、预计弃置时点、折现率等变动而

引起的预计负债变动，应按照以下原则调整该固定资产

的成本：①对于预计负债的减少，以该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为限扣减固定资产成本，如果预计负债的减少额超过该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超出部分确认为当期损益；②对于预
计负债的增加，增加该固定资产的成本。按照上述原则调

整的固定资产，在资产剩余使用年限内计提折旧。一旦该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结束，预计负债的所有后续变动应

在发生时确认为损益。

二、对弃置费用后续变动会计处理的理解

1. 预计负债后续变动的性质。1号文件所列与弃置费
用变化有关的三种情形，最终都会影响预计负债金额变

动，笔者认为其性质属于会计估计变更。根据准则规定，

会计估计变更是指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

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

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准则对涉及会计估计变

更原因之一规定是企业取得新的信息、积累更多经验，使

新的估计更准确。准则还列举会计估计变更项目，其中包

括“预计负债初始计量的最佳估计数”。1号文件中“根据
未来技术进步、法律要求或市场环境变化”等信息使预计

负债估计金额更为准确。综上，预计负债后续变动应属会

计估计变更。由于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未来法，因此 1号文
件规定“按照上述原则调整的固定资产，在资产剩余使用

年限内计提折旧”。

2. 预计负债后续变动金额的确定。这里预计负债变
动金额，是指“在新的条件下”未来履行弃置义务较之前

预计负债所增加或减少金额，由于估计时点不同，该预计

负债变动金额不能将“新旧估计数”直接比较得到。笔者

以为应立足相同估计时点比较确定变动金额，具体来说，

应基于预计负债估计变更时点，而非预计负债初始计量

时。首先，预计负债变更发生在估计变更时点，而非其初

始计量时。其次，根据准则规定，会计估计变更适于未来

法，将影响未来期间会计信息，对变更之前不追溯调整。

最后，这也符合财务可比性要求——基于相同时点。

具体操作上，根据财务可比性要求，将弃置费用“新

旧估计数”折算（折现）到估计变更时点，其差额即为预计

负债变动金额。可写成如下形式：

预计负债增减变动金额=变更后（新）弃置费用估计
数在变更时点现值-变更前（旧）弃置费用估计数在变更
时点现值

根据该计算公式，预计负债变动金额受相关三个因

素制约：变更后（新）弃置费用金额、弃置时点变化（影响

“折现期限”参数）和折现率。上述变动金额如为正数，意味

着需调增预计负债和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反之，则需调减。

三、案例分析

甲公司2007年12月31日建造完成一核电站，并投入
生产。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该电站使用寿命结束时须

承担环境恢复义务。归集其建造成本为 8 000万元，预计
使用10年，预计弃置费用100万元，折现率确定为10%，假
设会计准则和税法对固定资产均按其寿命期、净残值为

零、直线法计提折旧。企业适用所得税率为25%。假设该电
站运行 5年后（即2012年底），由于技术进步、国家法规等
原因，企业需对该电站未来弃置费用进行重新估计，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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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分四种情形讨论。所有金额计量单位均为万元。

1. 固定资产初始及运行期前5年会计处理。
该核电站属存在弃置义务固定资产，根据相关准则，

预计负债初始计量 100×（P/F，10%，10）=100×0.385 5=
38.55（万元）；固定资产初始入账价值8 000+38.55=8 038.55
（万元）。会计分录：借：固定资产 8 038.55；贷：在建工程
8 000，预计负债38.55。根据所得税法规定，固定资产计税
基础8 000万元；预计负债计税基础38.55-38.55=0。

会计年折旧 8 038.55÷10=803.855（万元），税法年折
旧8 000÷10=800（万元）。该固定资产前5年账面价值、计
税基础、递延所得税等计算见表1。

预计负债每年末根据其期初摊余成本与实际利率，

按复利方式计提利息费用。所得税法规定，预计负债需待

未来实际支付时才允许税前扣除，因此，在履行弃置义务

前其计税基础均为零。预计负债前 5年账面价值、计税基
础、递延所得税等计算结果见表2。

根据表1、表2，结合案例，2007年末固定资产形成时，
虽存在所得税差异，但并未涉及损益，不需纳税调整，因

此，固定资产与预计负债递延所得税分录可合并为：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9.637 5；贷：递延所得税负债9.637 5。
2008 ~ 2012年，根据表 1，固定资产每年转回递延所

得税负债分录：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0.963 75；贷：所得税
费用0.963 75。根据表2，2008年预计负债计提利息费用分
录：借：财务费用3.855；贷：预计负债3.855。确认递延所得
税分录：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0.963 75；贷：所得税费用

0.963 75。2009 ~ 2012年计提利息和递延所得税分录与
2008年类似，本文不再赘述。

2. 第5年末预计负债变更及后续业务会计处理（分四
种情形）。

（1）预计弃置费用增至150万元，其余条件不变。
该情形下，2012年末预计负债发生变更，其变动金额

150×（P/F，10%，5）-100×（P/F，10%，5）=50×0.620 9=
31.045（万元），预计负债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调增 31.045
万元。分录为：借：固定资产 31.045；贷：预计负债 31.045。
变更后，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4 019.275（变更前）+31.045=
4 050.32（万元），计税基础不变（4 000万元）。按剩余年限
会计年折旧：4 050.32÷5=810.064（万元），税法折旧不变。
会计估计变更及剩余寿命期内，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递延所得税等计算结果见表3。

变更后，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62.085 17（变更前）+
31.045=93.130 17（万元），后续仍按其探余成本乘以实际
利率计提各年利息费用，其计税基础未改变（为零）。

会计估计变更及剩余寿命期内，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递延所得税等计算结果见表4。

因预计负债变更不涉及损益，不需进行纳税调整，因

此，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影响额相同。根据上面表

3、表 4，合并分录为：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7.761 25；贷：递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会计
折旧

0

803.855

803.855

803.855

803.855

803.855

账面
价值

8 038.55

7 234.695

6 430.84

5 626.985

4 823.13

4 019.275

税法
折旧

0

800

800

800

800

800

计税
基础

8 000

7 200

6 400

5 600

4 800

4 000

应纳税
暂时性
差异

38.55

34.695

30.84

26.985

23.13

19.275

税率

25%

25%

25%

25%

25%

25%

递延
所得税
负债余额

9.637 5

8.673 75

7.71

6.746 25

5.782 5

4.818 75

确认或转回
递延所得税
负债

确认 9.637 5

转回0.9637 5

转回0.9637 5

转回0.9637 5

转回0.9637 5

转回0.9637 5

年度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计提利息①
（=本期初②
×10%）

0

3.855

4.240 5

4.664 55

5.131 01

5.644 11

账面价值②
（=上期②+
本期①）

38.55

42.405

46.645 5

51.310 05

56.441 06

62.085 17

计税
基础

0

0

0

0

0

0

可抵扣
暂时性
差异

38.55

42.405

46.645 5

51.310 05

56.441 06

62.085 17

税率

25%

25%

25%

25%

25%

25%

递延所
得税资
产余额

9.637 5

10.601 25

11.661 38

12.827 51

14.110 27

15.521 29

确认或转
回递延所
得税资产

确认9.637 5

确认0.963 75

确认1.060 13

确认1.166 13

确认1.282 76

确认1.411 02

年度

2012①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计提利息①
（=本期初②
×10%）
0

9.313 02

10.243 32

11.268 65

12.395 52

13.649 32②

账面价值②
（=上期②+
本期①）
93.130 17

102.443 19

112.686 51

123.955 16

136.350 68

150

计税
基础

0

0

0

0

0

0

可抵扣
暂时性
差异

93.130 17

102.443 19

112.686 51

123.955 16

136.350 68

150

税率

25%

25%

25%

25%

25%

25%

递延所
得税资
产余额

23.282 54

25.610 80

28.171 63

30.988 79

34.087 67

37.5

确认或转
回递延所
得税资产

确认7.761 25

确认2.328 26

确认2.560 83

确认2.817 16

确认3.098 88

确认3.412 33

表 4

注：①2012年末因预计负债变更调整后数据；②为倒挤
出数据（150-136.350 68）。

年度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会计
折旧

0

810.064

810.064

810.064

810.064

810.064

账面
价值

4 050.32

3 240.256

2 430.192

1 620.128

810.064

0

税法
折旧

0

800

800

800

800

800

计税
基础

4 000

3 200

2 400

1 600

800

0

应纳税
暂时性
差异

50.32

40.256

30.192

20.128

10.064

0

税率

25%

25%

25%

25%

25%

25%

递延所
得税负
债余额

12.58

10.064

7.548

5.032

2.516

0

确认或转
回递延所
得税负债

确认7.761 25

转回2.516

转回2.516

转回2.516

转回2.516

转回2.516

表 3

注：∗为2012年末因预计负债变更调整后数据。

表 1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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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所得税负债7.761 25。2013年递延所得税分录：借：递延
所得税资产 2.328 36，递延所得税负债 2.516；贷：所得税
费用4.844 36。其后续分录与2013年类似，本文不再赘述。
（2）预计弃置费用折现率调整为8%，其余条件不变。
本情形中，未来弃置费用不变，但折现率发生变化，

导致预计负债变动金额：100×（P/F，8%，5）-100×（P/F，
10%，5）=100×（0.680 6-0.620 9）=5.97（万元）。预计负债
和固定资产应调增5.97万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4 019.275
（变更前）+5.97=4 025.245（万元），计税基础不变为4 000
万元。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62.085 17（变更前）+ 5.97=
68.055 17（万元），计税基础未变仍为零。变更后，固定资
产、预计负债账面价值及其递延所得税等金额的确定、分

录编制等可参考前述（1），不再赘述。
（3）使用寿命不变，弃置义务履行时间延迟2年，其余

条件不变。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不变，弃置义务履行时间延后，会

影响预计负债金额、计息期限、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但剩

余折旧年限不变。预计负债变动金额100×（P/F，10%，7）-
100×（P/F，10%，5）=100×（0.513 2-0.620 9）=-10.77（万
元）。调整后，预计负债账面价值 62.085 17（变更前）-
10.77=51.315 17（万元），预计负债计提利息期限延至 7

年，固定资产账面价值4 019.275（变更前）-10.77=4 008.505
（万元）。变更后，固定资产、预计负债账面价值及其递延

所得税等金额的确定以及分录编制等可参考前述（1），不
再累述。

（4）核电站第 5年末被强制报废，预计 2年后履行弃
置义务，其余条件不变。

本情形下，固定资产在5年末报废、注销，账面价值为
0。弃置义务履行时间由原第 10年提前至第7年末，因此，
预计负债基于估计变更时点变动 100×（P/F，10%，2）-
100×（P/F，10%，5）=100×（0.826 4-0.620 9）=20.55（万元）。
根据 1号文件规定，固定资产寿命结束，预计负债后续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这里是增加变动，应计入营业外收支出，

分录为：借：营业外支出20.55；贷：预计负债20.55。预计负债
在未来两年，按调整后摊余成本复利计提利息 62.085 17
（变更前）+20.55=82.635 17（万元），其账面价值、计提利息、
递延所得税等后续处理可参照前述（1）方法，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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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

建筑业劳务如何缴纳流转税

李 冬

（河北沧州市供水排水集团有限公司计财部 河北沧州 061001）

【摘要】由于建筑业尚未施行“营改增”，所以关于增值税纳税人取得建筑业劳务收入，到底应该如何缴纳流转

税始终存在较大争议。笔者结合具体工作，从业务性质、立法原理、混合销售的认定、兼营业务的特征四个方面对以

上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应按业务性质而不是纳税人的属性确定适用税目。

【关键词】营改增 混合销售 兼营 业务性质

笔者在工作中碰到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一家热力公

司为房地产开发商的新建小区建设安装供热管线，因为

热力管线的安装涉及日后的供热服务、计量、维修等多方

面的后续问题，所以热力管线安装工程一般都是由热力

公司自己施工。热力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签订了供热管

道工程施工协议，协议约定热力公司包工包料，负责施工

热力管道的施工、安装，房地产开发商一次性支付工程

款。热力公司自己有专业施工队伍，工程所需材料如管

件、阀门等由热力公司自行向外部供货商采购。

在这个案例中，热力公司本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对于热力公司向房地产开发商收取的热力管道工程款到

底应该按混合销售交增值税还是按兼营交营业税，相关

各方出现了较大分歧。笔者经过实地走访和查阅施工合

同等相关原始资料，认为应当按建筑业缴纳营业税。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