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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541642.htm 第九章 资产减值第一节 单项资

产减值的确认与计量 [经典例题] 正保股份有限公司(本题下称

“正保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25％，对所得税采用资产

负债表债务法核算。甲公司2008年年末结账时，需要对下列

交易或事项相关的资产减值进行会计处理： (1)2008年12月31

日，正保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9600万元，按账龄分析应计提

的坏账准备为1500万元。 2008年初，应收账款余额为7600万

元，坏账准备余额为1400万元；2008年坏账准备的借方发生

额为200万元(为本年核销的应收账款)，贷方发生额为40万元(

为收回以前年度已核销的应收账款而转回的坏账准备)。 (2)

拥有的甲设备原值为3500万元，已计提的折旧为800万元，已

计提的减值准备为200万元，2008年12月31日，该类设备存在

明显的减值迹象，即如果该公司出售甲设备，买方愿意

以1800万元的销售净价收购；如果继续使用，尚可使用年限

为5年，未来4年现金流量净值以及第5年使用和期满处置的现

金流量净值分别为800万元、550万元、400万元、320万元

、180万元。采用的折现率为5％。 (3)一项专有技术B的账面

成本190万元，已摊销额为100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为零，

该专有技术已被其他新的技术所代替，其为企业创造经济利

益的能力受到重大不利影响。公司经分析，认定该专有技术

虽然价值受到重大影响，但仍有30万元左右的剩余价值。 (4)

预计某生产线在未来4年内每年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2500万元、3000万元、4000万元、6000万元，2013年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以及该生产线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形成的现金

流量净额合计为8 000万元；假定按照5％的折现率和相应期间

的价值系数计算该生产线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该生产线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9 000万元。2008年12月31

日计提减值准备前该生产线的账面价值为19100万元。 (5)对D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发现该公司经营不善，

亏损严重，对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可收回金额下跌至2100

万元。该项投资系2008年8月以一幢写字楼从另一家公司置换

取得的。2008年8月长城公司换出写字楼的账面原价为8000万

元，累计折旧5000万元，公允价值为2700万元。假定该项交

换具有商业实质，写字楼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正保公司

对该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6）库存甲原材料、

乙产成品的账面余额分别为1000万元和500万元；年末计提跌

价准备前库存甲原材料、乙产成品计提的跌价准备的账面余

额分别为0万元和100万元。库存甲原材料将全部用于生产丙

产品，预计丙产成品的市场价格总额为1400万元，预计生产

丙产品还需发生除甲原材料以外的加工成本为300万元，预计

为销售丙产成品发生的相关税费总额为60万元。丙产成品销

售中有固定销售合同的占80％，合同价格总额为900万元。乙

产成品的市场价格总额为420万元，预计销售乙产成品发生的

相关税费总额为18万元。 其他有关资料如下： (1)正保公司未

来3年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可以抵减“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 (2)假设税法规定，应收账款、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

股权投资以及存货等计提的减值准备只有在发生实质性损失

时才可以税前扣除。 (3)假设正保公司对固定资产采用的折旧

方法、预计使用年限、预计净残值均与税法规定一致。 (4)正



保公司固定资产减值测试后，其折旧方法、预计使用年限、

预计净残值保持不变。 (5)假设不考虑其他事项。 要求：计

算2008年12月31日上述各项资产计提的减值损失，并编制会

计分录。 [例题答案] （1）2008年年末计提坏账准备前“坏账

准备”科目已有的余额＝1400－200＋40＝1240(万元)，而2008

年年末“坏账准备”科目应有的余额是1500万元，所以2008

年应计提坏账准备=1500－1240＝260(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

失 260 贷：坏账准备 26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65（260×25%

） 贷：所得税费用 65 （2）计算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该资

产的账面价值＝原值－累计折旧－计提的减值准备＝3500

－800－200＝2500（万元） 计算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800万元；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800/（1 5％） 550/（1 5％）^2 400/（1 5％）^3 320/（1 5

％）^4 180/（1 5％）^5＝2010.61（万元） 所以该资产的可收

回金额为2010.61万元，低于该资产的账面价值2500万元，即

甲设备发生了减值。 应该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2500

－2010.61＝489.39（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489.39 贷：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 489.39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22.35 贷：所得

税费用 122.35 (3)对于专有技术，由于企业的无形资产在被新

技术所代替时，如果已无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则全额计提减

值准备；如果仅仅是其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受到重大影响而

仍有一定价值时，则应当分析其剩余价值，认定其本期应计

提的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应计提减值准备＝（190－100）

－30＝60(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60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6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15 贷：所得税费用 15 (4) 该生产线未

来现金流量现值＝2500/（1 5％）＋3000/（1 5％）^2＋4000/



（1 5％）^3＋6000/（1 5％）^4＋8000/（1 5％）^5＝19761.82

（万元）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19000（万元） 

所以，可收回金额应该取其较高者19761.82万元，大于其账面

价值19100万元，所以该生产线没有发生减值，不需要计提减

值准备。 (5)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2700万元＞可收回金

额2100万元 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2700－2100＝600(万

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600 贷：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600 借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0（600×25%） 贷：所得税费用 150 （6

）①乙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420-18=402（万元），应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500-402）-100=-2（万元）； 借：存货跌

价准备 2 贷：资产减值损失 2 借：所得税费用 0.5 贷：递延所

得税资产 0.5 ②丙产成品总的生产成本＝1000 300=1300（万元

）； 丙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 有合同部分的可变现净值

：900-60*80%=852（万元），有合同部分的生产成

本=1300*80%=1040（万元），发生减值，甲原材料要按照成

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无合同部分的可变现净值：

（1400-60）*20%=268（万元），无合同部分的生产成

本=1300*20%=260（万元），没有发生减值，无合同部分按照

甲原材料的成本1000*20%=200万元计量。 ③甲原材料有合同

部分的可变现净值=900-300*80%-60*80%=612（万元），甲原

材料有合同部分的成本为1000*80%=800（万元），应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800-612）-0=188（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188 贷：存货跌价准备 188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47 贷：所得

税费用 47 [例题总结与延伸] 单项资产的减值处理比较简单，

本例题中涉及了以下减值可以转回的两种资产：应收款项和

存货减值的处理，其他的减值可以转回的资产的处理和它们



的处理原理是一样的。 应收财款在每年末发生减值迹象的时

候要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坏账准备。具体的方法是根据企业

自身的情况而定，可以采用账龄分析法或余额百分比法，一

经确定不得随意并更。 [知识点理解与总结] 1.适用于《资产

减值》准则的几项资产，其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其

他的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可以转回。除了商誉和使用寿命不

确定的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都应当至少于每年

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外，其他的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才

进行减值测试。 2.资产可收回金额是根据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

者确定。 3.对于有关资产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会导致其账

面价值下降，而税法规定资产在发生实质性损失之前，才允

许税前扣除，从而导致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产生可抵扣

暂时性差异，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4.需要经过加工的材

料存货，先判断该材料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与其成本

的大小，若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成本，材料应当按照成本

计量；若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成本，材料应当按照其可变

现净值与成本孰低计量。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劳务合同而持有

的存货，有合同部分和无合同部分要分开计算可变现净值，

并与其对应的成本比较，分别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

回的金额，不得相互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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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