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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资产减值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阐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后续计量)和商誉等单项资产或资产

组减值的确认和计量等内容。近三年考试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和计算分析题，分数较高。从近

三年出题情况看，本章内容比较重要。 

【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资产减值概述 
◇资产减值的概念及其范围 

◇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一、资产减值的概念及其范围 

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本章所指资产，除特别说明外，包括单项资产和资产组。 

本章涉及的资产减值对象主要包括以下资产： 

（1）长期股权投资； 

（2）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3）固定资产； 

（4）生产性生物资产； 

（5）无形资产； 

（6）商誉； 

（7）探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及相关设施等。 

【例题•多选题】以下不适用于“资产减值”准则的资产有（  ）。 

A.存货 

B.固定资产 

C.债权投资 

D.商誉 

【答案】AC 

【解析】存货的减值，适用“存货”准则；债权投资的减值适用“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二、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原则：（1）公允价值下降；（2）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下降。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对于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应当进行减值测

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金额，计提减值准备。 

【提示】因企业合并所形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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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应当每年进行

减值测试。对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因其价值通常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也至少应当每年进行减值测

试。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资产中，无论是否出现减值迹象，企业每年年末必须进行减值测试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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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B.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C.商誉 

D.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答案】AC 

【解析】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自行研发尚未达到预定用途的无形资产以及商誉，至少应于每年年末进

行减值测试，选项 A和 C正确。 

【例题•判断题】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于每年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 

【答案】√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固定资产减值迹象的有（  ）。 

A.固定资产将被闲置 

B.计划提前处置固定资产 

C.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 

D.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环境在当期发生重大变化且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 

【答案】ABCD 

【解析】以上选项均属于资产减值的迹象。 

 

第二节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和减值损失的确定 
◇资产可收回金额计量的基本要求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确定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 

◇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及其账务处理 

一、资产可收回金额计量的基本要求 

第一步，计算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第二步，计算确定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第三步，比较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取其较高者作为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 

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如下图所示：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有例外或者做特殊考虑： 

（1）如果资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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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

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2）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或者理由表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显著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的，可以将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视为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3）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结果表明，资产可收回金额显著高于其账面价值，之后又没有发生消除这一差异的交

易或者事项的，资产负债表日可以不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4）以前报告期间的计算与分析表明，资产可收回金额相对于某种减值迹象反应不敏感，在本报告期间又发生

了该减值迹象的，可以不因该减值迹象的出现而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收回金额。比如，当期市场利率或市场投资报

酬率上升，对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采用的折现率影响不大的，可以不重新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例题•单选题】2012 年 12月 31日，企业某项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 000 万元。预计处置费用为 100万元，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960 万元。当日，该项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万元。 

A.860 

B.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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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60 

D.1 000 

【答案】C 

【解析】可收回金额为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其中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1 000-100=900（万元），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960万元，所以该固定资产的

可收回金额为 960 万元，选项 C正确。 

【例题•判断题】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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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之间较低者确定。（  ） 

【答案】× 

【解析】应按两者较高者确定。 

二、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确定 

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的价格。有序交易，是

指在计量日前一段时间内相关资产或负债具有惯常市场活动的交易。清算等被迫交易不属于有序交易。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通常反映的是资产如果被出售或者处置时可以收回的净现金流入。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应当按照下列顺序确定： 

（1）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 

（2）在资产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该资产的市场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

定； 

（3）在既不存在资产销售协议又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应当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根据在资

产负债表日假定处置该资产，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公平交易愿意提供的交易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如果企业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

其可收回金额。 

三、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

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因此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主要应当综合题考虑以下因

素: 

（1）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2）资产的使用寿命； 

（3）折现率。 

（一）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1.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基础 

建立在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之上。 

2.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包括的内容 

（1）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 

（2）为实现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所必需的预计现金流出（包括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

发生的现金流出）； 

【提示】对于在建工程、开发过程中的无形资产等，企业在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时，应当包括预期为使该类资

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而发生的全部现金流出数。 

【例题•单选题】2×19 年 12月 31日，甲公司某在建工程项目的账面价值为 4 000万元，预计至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尚需投入 200万元。该项目以前未计提减值准备。由于市场发生了变化，甲公司于年末对该在建工程项目进

行减值测试，经测试表明：扣除继续建造所需投入因素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3 600万元，未扣除继续建造所

需投入因素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3 900 万元。2×19年 12月 31 日，该项目的市场销售价格减去相关费用后

的净额为 3 700 万元。甲公司于 2×19年年末对在建工程项目应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为（  ）万元。 

A.100 

B.400 

C.300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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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在建工程只有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才能产生现金流入，因此，在计算在建工程未来现金流量时，应

考虑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现金流出，未来现金流量=未来现金流入-未来现金流出，即按照“扣除

继续建造所需投入因素计算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才是在建工程项目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此题为 3 600 万元，在建

工程项目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3 700 万元（这部分与未来投入无关，是按当前状况确定的），可收回

金额为两者中的较高者 3 700万元，该在建工程项目应确认的减值损失=4 000-3 700=300（万元）。 

（3）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资产所收到或者支付的净现金流量。 

每期净现金流量=每期现金流入-该期现金流出 

【例题】甲公司管理层 2019年年末批准的财务预算中与产品 W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有关的资料如下表所示

（有关现金流量均发生于年末，各年年末不存在与产品 W相关的存货，收入、支出均不含增值税）：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年 2022年 

产品 W销售收入 1000 900 800 

上年销售产品 W产生应收账款本年收回 0 50 80 

本年销售产品 W产生应收账款将于下年收回 50 80 0 

购买生产产品 W材料支付的现金 500 450 400 

以现金支付的职工薪酬 200 190 150 

其他现金支出 120 110 90 

处置生产线净现金流入   50 

 

要求：计算甲公司 2020 年、2021年、2022年的净现金流量。 

【答案】 

甲公司会计处理如下： 

（1）2020 年净现金流量=（1000-50）-500-200-120=130（万元）； 

（2）2021 年净现金流量=（900+50-80）-450-190-110=120（万元）； 

（3）2022 年净现金流量=（800+80）-400-150-90+50=290（万元）。 

3.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 

（1）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企业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

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例题】甲公司于 2020 年年末对某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2 000 万元,预计尚可

使用年限为 8 年。 

为了计算该固定资产在 2020 年年末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公司首先必须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假定公司管理

层批准的 2020 年年末的该固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不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2021 130  

2022 125  

2023 120  

2024 118  

2025 115  

2026 112 150 

2027 110 148 

2028 106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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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年年末计算该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应该以不包括资产改良影响金额的未来现金流量为基础加

以计算。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不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2021 130 

2022 125 

2023 120 

2024 118 

2025 115 

2026 112 

2027 110 

2028 106 

 

（2）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和所得税收付产生的现金流量 

（3）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应当和折现率相一致 

（4）内部转移价格应当予以调整 

【例题•多选题】企业在资产减值测试时，下列各项关于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包括资产处置时取得的净现金流量 

B.不包括与所得税收付有关的现金流量 

C.包括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 

D.不包括与资产改良支出有关的现金流量 

【答案】ABD 

【解析】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有：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实现资产持续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所必需的预计现金流出；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资产所收到或者支付的净现金流量；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和与所得税收付相关的现金流量；企业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属于固定资产减值测试时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不应考虑的因素有（  ）。 

A.通货膨胀因素 

B.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或者流出 

C.未来年度为改良资产发生的现金流出 

D.与已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答案】BC 

【解析】选项 A，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应当和折现率相一致；选项 D，与已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有关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应当予以考虑。 

【例题•单选题】下列关于企业为固定资产减值测试目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包括与所得税相关的现金流量 

B.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应当以固定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 

C.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与筹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量 

D.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与固定资产改良相关的现金流量 

【答案】A 

【解析】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应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选项 B说法正确；不应当包括与将来可能会

发生的、尚未作出承诺的重组事项或者与资产改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项 D说法正确；不应当包括筹资活

动和与所得税收付有关的现金流量，选项 C说法正确，选项 A说法错误。 

4.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方法 

（1）单一的未来每期预计现金流量  

（2）期望现金流量法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教材例 7-1】甲公司拥有剩余使用年限为 3年的 MN固定资产。甲公司预计在正常情况下未来 3年中，MN固定



中级会计职称考试                                   中级会计实务讲义                                 孙老师(fule8.com) 

6 

资产每年可为公司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分别为：第 1年 2 000 000 元；第 2年 1 000 000元；第 3年 200 000 元。该

现金流量通常即为最有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甲公司应以该现金流量的预计数为基础计算 MN固定资产的现值。 

【教材例 7-2】沿用【教材例 7-1】如果 MN 固定资产生产的产品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在产品市场行情好、

一般和差三种可能情况下，产生的现金流量有较大差异。MN 固定资产预计未来 3 年每年产生的现金流量情况如表

7-1。 

表 7-1                           单位：元 

年限 
市场行情好 

（30%的可能性） 

市场行情一般 

（60%的可能性） 

市场行情差 

（10%的可能性） 

第一年 3 000 000 2 000 000 1 000 000 

第二年 1 600 000 1 000 000 400 000 

第三年 400 000 200 000 0 

  

第 1年的预计现金流量（期望现金流量）=3 000 000×30%+2 000 000×60%+1 000 000×10%=2 200 000（元） 

第 2年的预计现金流量（期望现金流量）=1 600 000×30%+1 000 000×60%+400 000×10%=1 120 000（元） 

第 3年的预计现金流量（期望现金流量）=400 000×30%+200 000×60%+0×1O%=240 000（元）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如果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发生时间不确定，企业应当根据资产在每一种可能情

况下的现值乘以相应的发生概率加总计算。 

（二）折现率的预计 

为了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

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该折现率是企业在购置或者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 

【例题•判断题】在资产减值测试中，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采用的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

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 

【答案】√ 

【解析】为了资产减值测试的目的，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

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三）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估计如下图所示： 

 

【教材例 7-3】乙航运公司于 2×10年末对一艘远洋运输船舶进行减值测试。该船舶账面价值为 320 000 000 元，

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 8年。乙航运公司难以确定该船舶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因此，需要通过计算其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假定乙航运公司的增量借款利率为 15%，公司认为 15%是该资产的最

低必要报酬率，已考虑了与该资产有关的货币时间价值和特定风险。因此，计算该船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使用

15%作为其折现率（所得税税前利率）。 

乙航运公司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显示：公司将于 2×15 年更新船舶的发动机系统，预计为此发生资本

性支出 36 000 000元，这一支出将降低船舶运输油耗、提高使用效率等，因此，将显著提高船舶的运营绩效。 

为了计算船舶在 2×10 年末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乙航运公司首先必须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假定公司管理

层批准的 2×10 年末与该船舶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见表 7-2。 

      表 7－2                                                  单位：元 



中级会计职称考试                                   中级会计实务讲义                                 孙老师(fule8.com) 

7 

年份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2×11 50 000 000 
 

2×12 49 200 000 
 

2×13 47 600 000 
 

2×14 47 200 000 
 

2×15 47 800 000 
 

2×16 49 400 000 65 800 000 

2×17 50 000 000 66 320 000 

2×18 50 200 000 67 800 000 

乙航运公司在 2×10年末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时，应当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不应当考虑与该资产改

良有关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因此，尽管 2×15年船舶的发动机系统将进行更新从而改良资产绩效，提高资产未

来现金流量，但是在 2×10年末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时，不应将其包括在内。即在 2×10年末计算该资产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时，应当以不包括资产改良影响金额的未来现金流量为基础加以计算，具体计算过程见表 7-3。 

      表 7－3                                                       单位：元 

年份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不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折现率 15%的折现系数 

（P/F，15%，n）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2×11 50 000 000 0.8696 43 480 000 

2×12 49 200 000 0.7561 37 200 000 

2×13 47 600 000 0.6575 31 300 000 

2×14 47 200 000 0.5718 26 980 000 

2×15 47 800 000 0.4972 23 770 000 

2×16 49 400 000 0.4323 21 360 000 

2×17 50 000 000 0.3759 18 800 000 

2×18 50 200 000 0.3269 16 410 000 

合计 
  

219 300 000 

 

由于在 2×10年末，船舶的账面价值（尚未确认减值损失）为 320 000 000元，可收回金额为 219 300 000元，

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因此，应当确认减值损失，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应当确认的减值损失=320 000 000-219 300 000=100 700 000（元） 

假定在 2×11至 2×14 年间，该船舶没有发生进一步减值的迹象，因此不必再进行减值测试，无需计算其可收

回金额。2×15 年发生了 36 000 000 元的资本性支出，改良了资产绩效，导致其未来现金流量增加，由于资产减值

准则不允许将以前期间已经确认的长期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必计算其可收回金额。 

（四）外币未来现金流量及其现值的确定  

企业使用的资产所收到的未来现金流量为外币时，应按以下顺序确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以外币（结算货币）表示的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以结算货币表示的该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

该结算货币适用的折现率相对应的折现系数） 

2．以记账本位币表示的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以外币（结算货币）表示的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资

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当日的即期汇率 

3．以记账本位币表示的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与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相比较，确定其可收

回金额，根据可收回金额与资产账面价值相比较，确定是否需要确认减值损失以及确认多少减值损失。 

【例题·判断题】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对未来现金流量为外币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时，应当以资产负债表

日的即期汇率对未来外币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折算。（  ） 

【答案】√ 

【例题•计算分析题】甲公司为一物流公司，经营国内、国际货物运输业务。由于拥有的货轮出现了减值迹象，

甲公司于 2×19 年 12月 31 日对其进行减值测试。相关资料如下： 

（1）甲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国内货物运输采用人民币结算，国际货物运输采用美元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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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货轮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 20 年，预计净残值率为 5%。2×19 年 12 月 31 日，货轮的账面

价值为 10 925 万元人民币。货轮已使用 15 年，尚可使用 5年，甲公司拟继续经营使用货轮直至报废。假定计提减

值准备后，预计使用年限及方法不变，预计净残值为 0。 

（3）甲公司将货轮专门用于国际货物运输。由于国际货物运输业务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甲公司预计货

轮未来 5年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假定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货轮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零，有关现金流量均发生在年末）

如下表所示： 

未来 5年现金净流量预测表 

                                                     单位：万美元 

年份 
业务好时 

（20%的可能性） 

业务一般时 

（60%的可能性） 

业务差时 

（20%的可能性） 

第 1年 500 400 200 

第 2年 480 360 150 

第 3年 450 350 120 

第 4年 480 380 150 

第 5年 480 400 180 

 （4）由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甲公司无法可靠估计货轮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5）在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货轮特定风险后，甲公司确定 10%为人民币适用的折现率，确定 12%为美元适用

的折现率。相关复利现值系数如下： 

（P/F，10%，1）=0.9091；（P/F，12%，1）=0.8929 

（P/F，10%，2）=0.8264；（P/F，12%，2）=0.7972 

（P/F，10%，3）=0.7513；（P/F，12%，3）=0.7118 

（P/F，10%，4）=0.6830；（P/F，12%，4）=0.6355 

（P/F，10%，5）=0.6209；（P/F，12%，5）=0.5674 

（6）2×19 年 12 月 31 日的汇率为 1 美元=6.85 元人民币。甲公司预测以后各年末的美元汇率如下：第 1 年末

为 1 美元=6.80 元人民币；第 2 年末为 1 美元=6.75 元人民币；第 3 年末为 1 美元=6.70 元人民币；第 4 年末为 1

美元=6.65元人民币；第 5 年末为 1美元=6.66元人民币。 

要求： 

（1）使用期望现金流量法计算货轮未来 5年每年的现金流量。 

（2）计算货轮按照记账本位币表示的未来 5年现金流量的现值，并确定其可收回金额。 

（3）计算货轮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4）计算货轮 2×20年应计提的折旧，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答案】 

（1） 

第 1年期望现金流量=500×20%+400×60%+200×20%=380（万美元）； 

第 2年期望现金流量=480×20%+360×60%+150×20%=342（万美元）； 

第 3年期望现金流量=450×20%+350×60%+120×20%=324（万美元）； 

第 4年期望现金流量=480×20%+380×60%+150×20%=354（万美元）； 

第 5年期望现金流量=480×20%+400×60%+180×20%=372（万美元）； 

（2）该货轮按照记账本位币表示的未来 5 年现金流量的现值=380×0.8929+342×0.7972+324×0.7118+354×

0.6355+372×0.5674）×6.85=8758.46（万元人民币），因无法可靠估计货轮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所以可收回金额即为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8 758.46 万元人民币。 

（3）应计提减值准备=10 925-8 758.46=2 166.54（万元人民币）。 

借：资产减值损失              2 166.54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 166.54 

（4）2×20年应计提折旧=8 758.46÷5=1 751.69（万元人民币）。 

借：主营业务成本              1 751.69 

 贷：累计折旧                1 7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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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及其账务处理 

（一）资产减值损失的确定 

资产可收回金额确定后，如果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企业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

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资产的账面价值是指资产成本扣减

累计折旧（或累计摊销）和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应当在未

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资产减值准则所规范的资产，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但是，遇到资产处置、出售、

对外投资、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换出、在债务重组中抵偿债务等情况，同时符合资产终止确认条件的，企业应

当将相关资产减值准备予以转销。 

【例题•单选题】企业对下列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以后期间不可转回的是（  ）。 

A.合同资产 

B.合同取得成本 

C.库存商品 

D.长期股权投资 

【答案】D 

【解析】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范围内的资产，计提的减值以后期间不得转回，即长

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以后期间不得转回。 

【例题•单选题】2×18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一台原价为 500 万元、已计提折旧 210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20 万元的固定资产出现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其未来税前和税后净现金流量的现值分别为 250 万元和 210 万元，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240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2×18 年 12月 31 日，甲公司应为该固定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的金额为（  ）万元 

A.30       

B.20       

C.50       

D.60 

【答案】B 

【解析】2×18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该项固定资产减值测试前的账面价值=500-210-20=270（万元）。可收回

金额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孰高确认，因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

与所得税收付有关的现金流量，所以甲公司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250万元，故可收回金额为 250 万元，账面价

值大于可收回金额，甲公司应计提减值准备=270-250=20（万元）。 

【真题•单选题】2016 年 12 月 20日，甲公司以 4 800 万元购入一台设备并立即投入使用，预计使用年限为 10

年，预计净残值为零，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2017年 12月 31日，该设备出现减值迹象，甲公司预计该设备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3 900 万元，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3 950 万元。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及其他

因素，2017年 12 月 31日，甲公司应为该设备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为（  ）万元。 

A.420  

B.410  

C.370  

D.460 

【答案】C 

【解析】固定资产可收回金额以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两者孰高计量，即可收回

金额为 3 950 万元。2017 年 12月 31日固定资产减值测试前账面价值=4800-4 800/10=4 320（万元），应计提减值

准备的金额为 370 万元（4 320-3 950）。 

【例题•单选题】2016 年 2月 1日甲公司以 2 800 万元购入一项专门用于生产 H设备的专利技术。该专利技术

按产量法进行摊销，预计净残值为零，预计该专利技术可用于生产 500 台 H设备。甲公司 2016年共生产 90台 H设

备。2016 年 12 月 31日，经减值测试，该专利技术的可收回金额为 2 100万元。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及其他因

素。甲公司 2016 年 12月 31 日应该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为（  ）万元。 

A.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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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   

C.196  

D.504 

【答案】C 

【解析】2016 年年末，该专利技术计提减值前的账面价值=2 800-2 800×90/500=2 296（万元），应确认的资

产减值损失金额=2 296-2 100=196（万元）。 

【例题•单选题】2013年 12月 31日，甲公司某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前的账面价值为 1000 万元，公允价值

为 980 万元，预计处置费用为 80万元，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 1050万元。2013 年 12月 31日，甲公司应对该

项固定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为（    ）万元。 

A.0       

B.20 

C.50      

D.100 

【答案】A  

【解析】该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980-80=900（万元），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1050万元，可

收回金额为两者中较高者，所以可收回金额为 1050万元，大于账面价值 1000万元，表明该固定资产未发生减值，

不需计提减值准备。 

【例题•多选题】下列资产中，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的有（    ）。 

A.在建工程 

B.长期股权投资 

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中的债券投资 

D.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答案】ABD 

【解析】选项 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中的债券投资，减值通过资产减值损失

转回。 

【例题•多选题】下列各项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未来会计期间不得转回的有（   ）。 

A.商誉减值准备                 

B.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C.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D.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答案】ABC 

【解析】应收款项、存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等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持有期间可以转回；但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投资性房地产（成本模式后续计量）、长期股权投资和商誉等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在持有期间不得转回。 

（二）资产减值损失的账务处理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准备等 

【提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他债权投资)，设置“其他综合收益

——XX减值准备”核算其损失准备 

【教材例 7-4】沿用【例 7-3】，根据乙航运公司船舶减值测试结果，在 2×10年末，船舶的账面价值为 320 000 

000 元，可收回金额为 219 300 000 元，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100 700 000 元。乙航运公司应当在 2×10 年末

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确认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账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固定资产——船舶   100 700 0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00 7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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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资产组减值的处理 

◇资产组的认定 

◇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的确定 

◇资产组减值测试 

◇总部资产减值测试 

一、资产组的认定 

（一）资产组的概念   

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

现金流入。资产组应当由创造现金流入相关的资产构成。 

 
（二）认定资产组应当考虑的因素 

1.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教材例 7-5】丙矿业公司拥有一个煤矿,与煤矿的生产和运输相配套,建有一条专用铁路线。该铁路线除非报废

出售,其在持续使用中,难以脱离煤矿相关的其他资产而产生单独的现金流入,因此,企业难以对专用铁路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单独估计,专用铁路和煤矿其他相关资产必须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资产组,以估计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 

企业在认定资产组时,如果几项资产的组合生产的产品（或者其他产出）存在活跃市场,即使部分或者所有这些

产品（或者其他产出）均供内部使用,也表明这几项资产的组合能够独立创造现金流入,在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情况

下,应当将这些资产的组合认定为资产组。 

【教材例 7-6】丁公司拥有 A、B、C三家工厂，以生产某单一产品。A、B、C三家工厂分别位于三个不同的国家,

三个国家又位于三个不同的洲。工厂 A生产一种组件,由工厂 B或者 C进行组装,最终产品由 B或者 C销往世界各地,

工厂 B的产品可以在本地销售,也可以在 C所在洲销售(如果将产品从工厂 B运到工厂 C所在洲更加方便的话)。 

工厂 B 和 C 的生产能力合在一起尚有剩余,没有被完全利用。工厂 B 和 C 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依赖于丁公司对

于所销售产品在两地之间的分配。以下分别认定与 A、B、C有关的资产组。 

（1）如果工厂 A生产的产品(即组件)存在活跃市场,则工厂 A很可能可以认定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组。 

对于工厂 B和 C而言,即使组装的产品存在活跃市场,工厂 B和 C的现金流入依赖于产品在两地之间的分配。工

厂 B 和 C的未来现金流入不可能单独地确定。但是，工厂 B和 C组合在一起是可以认定的、可产生基本上独立于其

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的资产组合。因此工厂 B 和 C应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2）如果工厂 A生产的产品（即组件）不存在活跃市场 

只有工厂 A、B、C 组合在一起(即将丁公司作为一个整体)才很可能是一个可以认定的、能够基本上独立产生现

金流入的最小的资产组合,从而将工厂 A、B、C的组合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例题】甲上市公司由专利权 X、设备 Y以及设备 Z组成的生产线，专门用于生产产品 W。该生产线于 2004 年 1

月投产，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已连续生产 7 年。甲公司按照不同的生产线进行管理，产品 W 存在活跃市场。生产

线生产的产品 W，经包装机 H进行外包装后对外出售。 

与产品 W 生产线及包装机 H的有关资料如下： 

（1）专利权 X于 2004 年 1月取得，专门用于生产产品 W。该专利权除用于生产产品 W外，无其他用途。 

（2）专用设备 Y和 Z于 2003年 12月取得，是为生产产品 W专门订制的，除生产产品 W外，无其他用途。 

（3）包装机 H系甲公司于 2003年 12 月 18日购入，用于对公司生产的部分产品（包括产品 W）进行外包装。该

包装机由独立核算的包装车间使用。公司生产的产品进行包装时需按市场价格向包装车间内部结算包装费。除用于

本公司产品的包装外，甲公司还用该机器承接其他企业产品外包装，收取包装费。包装机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及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都能够合理确定。 

要求：判断甲公司与生产产品 W相关的各项资产中，哪些资产构成资产组，并说明理由。 

【答案】 

本例中，包装机 H的可收回金额能够单独计算确定，可作为一单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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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 X、设备 Y以及设备 Z均无法独立产生现金流入，但该三项资产共同产生现金流入，应将三项资产作为

一个资产组。 

需要说明的是，若包装机 H只对产品 W进行包装，无法独立产生未来现金流量，则包装机 H应和专利权 X、设

备 Y 以及设备 Z 共同组成一个资产组。 

2.资产组的认定,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对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者监控方式和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

策方式等。 

【教材例 7-7】甲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由 M 车间和 N 车间两个生产车间组成，M 车间专门生产家具部件且该部件

没有活跃市场，生产后由 N 车间负责组装并对外销售。甲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对 M 车间和 N 车间资产的使用和处置

等决策是一体化的。在这种情况下，M 车间和 N 车间通常应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例题•多选题】下列关于资产减值测试时认定资产组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资产组是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 

B.认定资产组应当考虑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处置的决策方式 

C.认定资产组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式 

D.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 

【答案】ABCD 

【解析】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选项 A 正确；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

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选项 B正确；资产组的认定，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方式和

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选项 C和 D 正确。 

（三）资产组认定后不得随意变更 

资产组一经确定后，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例题•判断题】资产组一经确定，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 

【答案】√ 

【解析】资产组一经确定，在各个会计期间不得随意变更。 

二、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和账面价值的确定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

之间较高者确定。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应当包括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与可以合理和一致地分摊至资产组的资产账面价值，通常不应

当包括已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但如不考虑该负债金额就无法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除外。这是因为在预计资产

组的可收回金额时，既不包括与该资产组的资产无关的现金流量，也不包括与已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负债有关的现

金流量。 

资产组处置时如要求购买者承担一项负债（如环境恢复负债等）、该负债金额已经确认并计入相关资产账面价

值，而且企业只能取得包括上述资产和负债在内的单一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为了比较资产组的账面

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在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及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应当将已确认的负债金额从资产的

账面价值或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中扣除。 

【教材例 7-8】乙公司在东北经营一座有色金属矿山，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在矿山完成开采后应当将该地区恢复

原貌。弃置费用主要是山体表层复原费用（比如恢复植被等），因为山体表层必须在矿山开发前挖走。因此，乙公

司在山体表层挖走后，确认了一项金额为 10 000 000 元的预计负债，并计入矿山成本。 

2×16 年 12 月 31 日，随着开采的进展，乙公司发现矿山中的有色金属储量远低于预期，有色金属矿山有可能

发生了减值，因此，对该矿山进行了减值测试。考虑到矿山的现金流量状况，整座矿山被认定为一个资产组。该资

产组在 20×9 年末的账面价值为 20 000 000 元（包括确认的恢复山体原貌的预计负债）。 

乙公司如果在 2×16年 12月 31日对外出售矿山（资产组），买方愿意出价 16 400 000 元（包括恢复山体原貌

成本，即已经扣减这一成本因素），预计处置费用为 400 000 元，因此该矿山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16 000 000元。乙公司估计矿山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24 000 000 元，不包括弃置费用。 

为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乙公司在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及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应当

将已确认的预计负债金额从中扣除。 

在本例中，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16 000 000 元，该金额已经考虑了弃置费用。该资产

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在考虑了弃置费用后为 14 000 000 元（24 000 000-10 000 000）。因此，该资产组的可

收回金额为 16 000 000 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在扣除了已确认的恢复原貌预计负债后的金额为 10 000 000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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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000-10 000 000）。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没有发生减值，乙公司不应当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三、资产组减值测试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资产组（包括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如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

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摊： 

（一）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二）然后根据资产组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

值。 

以上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应当作为各单项资产（包括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抵减后的各资

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最高者： 

①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 

②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 

③零。 

因此而导致的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相关资产组中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继续进行分

摊。 

【例题·判断题】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发生的减值损失，应按商誉的账面价值和资产组内其他资产账面价值的比

例进行分摊。（  ） 

【答案】× 

【解析】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发生的减值损失应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 

【例题·判断题】企业应当结合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 

【答案】√ 

【解析】由于商誉无法独立产生现金流量，所以需要与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一起进行减值测试。 

【例题•计算分析题】某公司在 A、B、C 三地拥有三家分公司，其中，C分公司是上年吸收合并的公司。由于 A、

B、C三家分公司均能产生独立于其他分公司的现金流入，所以该公司将这三家分公司确定为三个资产组。2×19 年

12 月 31 日，企业经营所处的技术环境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出现减值迹象，需要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时，C

分公司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520 万元（含合并商誉为 20 万元）。该公司计算 C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400 万元。

假定 C分公司资产组中包括甲设备、乙设备和一项无形资产，其账面价值分别为 250 万元、150 万元和 100 万元。 

要求：计算商誉、甲设备、乙设备和无形资产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并编制有关会计分录 

【答案】 

本例中，C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520（万元），可收回金额=400（万元），发生减值 120 万元。C 资产组中的减值

额先冲减商誉 20 万元，余下的 100万元分配给甲设备、乙设备和无形资产。 

甲设备应承担的减值损失=100÷（250+150+100）×250=50（万元） 

乙设备应承担的减值损失=100÷（250+150+100）×150=30（万元） 

无形资产应承担的减值损失=100÷（250+150+100）×100=20（万元） 

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          120 

 贷：商誉减值准备                 20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80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20 

【教材例 7-9】丙公司拥有一条生产线生产某精密仪器，该生产线由 A、B、C三部机器构成，成本分别为 800 000

元、1 200 000 元和 2 000 000 元。使用年限均为 10年，预计净残值为零，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2×16 年，该生产线生产的精密仪器有替代产品上市，导致公司精密仪器的销售锐减 40%，该生产线可能发生

了减值，因此，丙公司在 2×16 年 12 月 31日对该生产线进行减值测试。假定至 2×16 年 12月 31日，丙公司整条

生产线已经使用 5年，预计尚可使用 5年，以前年度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因此，A、B、C三部机器在 2×16 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400 000 元、600 000 元和 1 000 000元。 

丙公司在综合分析后认为,A、B、C 三部机器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但整条生产线构成完整的产销单元，属

于一个资产组。丙公司估计 A机器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300 000元，B和 C机器都无法合理估计其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丙公司估计整条生产线未来 5年的现金流量及其恰当的折现率后，得到该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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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元。由于无法合理估计整条生产线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丙公司以该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为其可收回金额。 

在 2×16 年 12月 31日，该生产线的账面价值为 2 000 000 元，可收回金额为 1 200 000元，生产线的账面价

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该生产线发生了减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 800 000元，并将该减值损失分摊到构成生产线的

A、B、C 三部机器中。由于 A 机器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300 000 元，因此，A 机器分摊减值损失后

的账面价值不应低于 300 000元，具体分摊过程见表 7-4。 

   表 7-4                                          单位：元 

 机器 A 机器 B 机器 C 
整条生产线（资

产组） 

账面价值 400 000 600 000 1 000 000 2 000 000 

可收回金额    1 200 000 

减值损失    800 000 

减值损失分摊比例 20% 30% 50%  

分摊减值损失 100 000 * 240 000 400 000 740 000 

分摊后账面价值 300 000 360 000 600 000  

尚未分摊的减值损失    60 000 

二次分摊比例  37.50% 62.50%  

二次分摊减值损失  22 500 37 500 60 000 

二次分摊后应确认减值损失

总额 
 262 500 437 500  

二次分摊后账面价值  337 500 562 500  

*按照分摊比例，机器 A应当分摊减值损失 160 000元（800 000×20%），但由于机器 A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为 300 000元，因此机器 A最多只能确认减值损失 100 000 元（400 000-300 000），未能分摊的减值损

失 60 000 元（160 000-100 000），应当在机器 B和机器 C之间进行再分摊。 

根据上述计算和分摊结果，构成生产线的机器 A、机器 B和机器 C应当分别确认减值损失 100 000 元、262 500

元和 437 500 元，账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机器 A          100 000 

        ——机器 B          262 500 

        ——机器 C          437 5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机器 A           100 000 

           ——机器 B           262 500 

           ——机器 C           437 500 

【例题•计算分析题】甲公司拥有 A、B、C三家工厂，分别位于国内、美国和英国，假定各工厂除生产设备外无

其他固定资产，2011年受国内外经济发展趋缓的影响，甲公司产品销量下降 30%，各工厂的生产设备可能发生减值，

该公司 2011年 12 月 31日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有关资料如下： 

（1）A工厂负责加工半成品，年生产能力为 100万件，完工后按照内部转移价格全部发往 B、C工厂进行组装，

但 B、C工厂每年各自最多只能将其中的 60万件半成品组装成最终产品，并各自负责其组装完工的产品于当地销售。

甲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的地区分布和 B、C工厂的装配能力，将 A工厂的半成品在 B、C工厂之间进行分配。 

（2）12月 31日，A、B、C工厂生产设备的预计尚可使用年限均为 8年，账面价值分别为人民币 6 000 万元、4 

800 万元和 5 200 万元，以前年度均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由于半成品不存在活跃市场，A 工厂的生产设备无法产生独立的现金流量。12 月 31 日，估计该工厂生产

设备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人民币 5 000 万元。 

（4）12 月 31日，甲公司无法估计 B、C 工厂生产设备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

值，也无法合理估计 A、B、C三家工厂生产设备在总体上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但根据未来 8年最终

产品的销量及恰当的折现率得到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人民币 13 000 万元。 

要求： 

（1）为减值测试目的，甲公司应当如何确认资产组？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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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计算甲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 A、B、C 三家工厂生产设备各应计提的减值准备以及计提减值准备后

的账面价值，请将相关计算过程的结果填列在答题卡指定位置的表格中（不需列出计算过程） 

（3）编制甲公司 2011 年 12月 31日对 A、B、C三家工厂生产设备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分录。 

【答案】 

（1）应该将 A、B、C三家工厂作为一个资产组核算，因为 A、B、C组成一个独立的产销单元，A将产品发往 B、

C 装配，并且考虑 B、C的装配能力分配，自己并不能单独对外销售取得现金流量，且 B、C 工厂生产设备的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无法估计，也无法合理估计 A、B、C三家工厂生产设备在总体上

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但可以预计 A、B、C三家工厂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即只有 A、B、C组合在一

起能单独产生现金流量，应认定 A、B、C 三家工厂为一个资产组。 

（2） 

   工厂 A 工厂 B 工厂 C 甲公司 

账面价值 6 000 4 800 5 200 16 000 

可收回金额 5 000   13 000 

总的资产减值    3 000 

减值损失分摊比例 37.5% 30% 32.5% 100% 

首次分摊的损失 1 000 900 975 2 875 

首次分摊后账面价值 5 000 3 900 4 225 13 125 

尚未分摊的减值损失 125   125 

二次分摊比例  48% 52%  

二次分摊减值损失  60 65 125 

二次分摊后应确认的减值损失总额 1 000 960 1 040 3 000 

二次分摊后账面价值 5 000 3 840 4 160 13 000 

 

（3） 

借：资产减值损失                3 0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A           1 000 

           ——B           960 

           ——C           1 040 

四、总部资产减值测试 

企业总部资产包括企业集团或其事业部的办公楼、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研发中心等资产。总部资产的显著特征

是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而且其账面价值难以完全归属于某一资产组。因此，总部资

产通常难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资产组组合，是指由若干个资产组

组成的最小资产组组合，包括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以及按合理方法分摊的总部资产部分。 

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有迹象表明某项总部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应当计算确定该总部资产所归属的资产

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然后将其与相应的账面价值相比较，据以判断是否需要确认减值损失。 

企业在对某一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应当先认定所有与该资产组相关的总部资产，再根据相关总部资产能否

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一）对于相关总部资产能够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部分，应当将该部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

值分摊至该资产组，再据以比较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

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的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 

（二）对于相关总部资产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的，应当按照下列步骤处理： 

首先，在不考虑相关总部资产的情况下，估计和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

减值损失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 

其次，认定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的资产组组合，该资产组组合应当包括所测试的资产组与可以按照合理

和一致的基础将该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其上的部分。 

最后，比较所认定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

前述有关资产组减值损失的处理顺序和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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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资产减值测试图示： 

 
【例题】长江公司在 A、B、C三地拥有三家分公司，这三家分公司的经营活动由一个总部负责运作。由于 A、B、

C 三家分公司均能产生独立于其他分公司的现金流入，所以该公司将这三家分公司确定为三个资产组。2014 年 12

月 1 日，企业经营所处的技术环境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出现减值迹象，需要进行减值测试。假设总部资产的账面

价值为 200万元，能够按照各资产组账面价值的比例进行合理分摊，A、B、C分公司和总部资产的使用寿命均为 20

年。 

减值测试时，A、B、C 三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320万元、160 万元和 320 万元。长江公司计算得出 A分

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420万元，B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160 万元，C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380 万

元。 

要求：计算 A、B、C三个资产组和总部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答案中的金额用万元表示） 

【答案】 

（1）将总部资产分配至各资产组 

总部资产应分配给 A资产组的金额=200×320/800=80（万元）； 

总部资产应分配给 B资产组的金额=200×160/800=40（万元）； 

总部资产应分配给 C资产组的金额=200×320/800=80（万元）。 

分配后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A资产组的账面价值=320+80=400（万元）； 

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160+40=200（万元）； 

C资产组的账面价值=320+80=400（万元）。 

（2）进行减值测试 

A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40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420万元，没有发生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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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20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60万元，发生减值 40万元； 

C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40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380万元，发生减值 20万元。 

将各资产组的减值额在总部资产和各资产组之间分配： 

B资产组减值额分配给总部资产的金额=40×40/200=8（万元），分配给 B资产组本身的金额=40×160/200=32

（万元）。 

C资产组减值额分配给总部资产的金额=20×80/400=4（万元），分配给 C资产组本身的金额=20×320/400=16

（万元）。 

A资产组没有发生减值，B资产组发生减值 32万元，C资产组发生减值 16万元，总部资产发生减值=8+4=12（万

元）。 

【教材例 7-10】丁公司属于高科技企业，拥有 A、B和 C三条生产线，分别认定为三个资产组。在 2×16年末，

A、B、C三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4 000 000 元、6 000 000元和 8 000 000元；预计剩余使用寿命分别为 10

年、20年和 20 年，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不存在商誉。由于丁公司的竞争对手通过技术创新推出了技术含量更高

的新产品，且广受市场欢迎，从而对丁公司生产的产品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用于生产该产品的 A、B、C生产线可

能发生减值，为此，丁公司于 2×16 年年末对 A、B、C 生产线进行减值测试。 

首先，丁公司在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应当认定与其相关的总部资产。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由公司

总部负责，总部资产包括一栋办公大楼和一个研发中心，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为 6 000 000元，办公大楼的账面价

值为 2 000 000 元。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可以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至各资产组，但是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难

以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至各相关资产组。 

其次，丁公司根据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剩余使用寿命加权平均计算的账面价值分摊比例，分摊研发中心的账

面价值，具体见表 7-5。 

    表 7-5                                                                 单位：元 

项目 资产组 A 资产组 B 资产组 C 合计 

各资产组账面价值 4 000 000 6 000 000 8 000 000 18 000 000 

各资产组剩余使用寿命 10 20 20 
 

按使用寿命计算的权重 1 2 2 
 

加权计算后的账面价值 4 000 000 12 000 000 16 000 000 32 000 000 

研发中心分摊比例（各资产组加权计算后的账面价值/

各资产组加权计算后的账面价值合计） 

12.5% 37.5% 50% 100% 

研发中心账面价值分摊到各资产组的金额 750 000 2 250 000 3 000 000 6 000 000 

包括分摊的研发中心账面价值部分的各资产组账面价值 4 750 000 8 250 000 11 000 000 24 000 000 

最后，丁公司应当确定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并将其与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部分）

进行比较，确定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考虑到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相关资产组，

因此，丁公司确定由 A、B、C三个资产组组成最小资产组组合（即为丁公司整个企业），通过计算该资产组组合的

可收回金额，并将其与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办公大楼和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部分）进行比较，以确定相应的减

值损失。假定各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难以确定，丁公司根据它们的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计算其可收回金额，计算现值所用的折现率为 15%，计算过程见表 7-6。 

表 7-6                                                              单位：元 
 

资产组 A 资产组 B 资产组 C 包括办公大楼在内的最

小资产组组合 （丁公司） 

年份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1 720 000 626 112 360 000 313 056 400 000 347 840 1 560 000 1 356 576 

2 1 240 000 937 564 640 000 483 904 800 000 604 880 2 880 000 2 177 568 

3 1 480 000 937 100 960 000 631 200 1 360 000 894 200 4 200 000 2 761 500 

4 1 680 000 960 624 1 160 000 663 288 1 760 000 1 006 368 5 120 000 2 927 616 

5 1 840 000 914 848 1 280 000 636 416 2 040 000 1 010 208 5 720 000 2 843 984 

6 2 080 000 899 184 1 320 000 570 636 2 240 000 968 352 6 200 000 2 680 260 

7 2 200 000 826 980 1 360 000 511 224 2 400 000 902 160 6 480 000 2 435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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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200 000 719 180 1 400 000 457 660 2 520 000 823 788 6 640 000 2 170 616 

9 2 120 000 602 716 1 400 000 398 020 2 600 000 739 180 6 680 000 1 899 124 

10 1 920 000 474 624 1 400 000 346 080 2 640 000 652 608 6 760 000 1 671 072 

11 
  

1 440 000 309 456 2 640 000 567 336 5 280 000 1 134 672 

12 
  

1 400 000 261 660 2 640 000 493 416 5 240 000 979 356 

13 
  

1 400 000 227 500 2 640 000 429 000 5 240 000 851 500 

14 
  

1 320 000 186 516 2 600 000 367 380 5 120 000 723 456 

15 
  

1 200 000 147 480 2 480 000 304 792 4 880 000 599 752 

16 
  

1 040 000 111 176 2 400 000 256 560 4 600 000 491 740 

17 
  

880 000 81 752 2 280 000 211 812 4 320 000 401 328 

18 
  

720 000 58 176 2 040 000 164 832 3 880 000 313 504 

19 
  

560 000 39 368 1 720 000 120 916 3 400 000 239 020 

20 
  

400 000 24 440 1 400 000 85 540 2 840 000 173 524 

现值合计 
 

7 934 932 
 

6 459 008 
 

10 951 168 
 

28 832 000 

 

根据表 7-6可见，资产组 A、B、C的可收回金额分别为 7 934 932 元、6 459 008元和 10 951 168 元，相应的

账面价值（包括分摊的研发中心账面价值）分别为 4 750 000 元、8 250 000 元和 11 000 000 元，资产组 B和 C

的可收回金额均低于其账面价值，应当分别确认 1 790 992 元和 48 832 元减值损失，并将该减值损失在研发中心

和资产组之间进行分摊。根据分摊结果，因资产组 B发生减值损失 1 790 992 元而导致研发中心减值 488 452（1 790 

992×2 250 000÷8 250 000）元，导致资产组 B所包括的资产发生减值 1 302 540（1 790 992×6 000 000÷8 250 

000）元；因资产组 C发生减值损失 48 832元而导致研发中心减值 13 318（48 832×3 000 000÷11 000 000）元，

导致资产组 C 所包括的资产发生减值 35 514（48 832×8 000 000÷11 000 000）元。 

经过上述减值测试后，资产组 A、B、C和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4 000 000 元、4 697 460 元、7 964 486

元和 5 498 230元，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仍为 2 000 000 元，由此包括办公大楼在内的最小资产组组合（即丁公司）

的账面价值总额为 24 160 176（4 000 000+4 697 460+7 964 486+5 498 230+2 000 000）元，但其可收回金额为

28 832 000元，高于其账面价值，因此，丁公司不必再进一步确认减值损失（包括办公大楼的减值损失）。 

根据上述计算和分摊结果，丁公司的生产线 B、生产线 C、研发中心应当分别确认减值损失 1 302 540元、35 514

元和 501 770 元，账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生产线 B         1 302 540 

        ——生产线 C         35 514 

        ——研发中心         501 77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生产线 B          1 302 540 

           ——生产线 C         35 514 

           ——研发中心         501 770 

 

【本章小结】 

1.掌握资产减值的认定 

2.掌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和减值损失的确定 

3.掌握外币未来先现金流量及其减值的确定 

4.掌握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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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视频 讲义下载 课后练习 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