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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行业上市公司

资产减值准备提取状况研究
伍中信  刘霞玲

资产减值准备应按什么标准计提、 计提多少才算公允、

如何操作等问题一直是困扰监管部门、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

的难题 ，本文以服装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会计和审

计两个角度，揭示服装企业资产减值准备的运作现状，并提

出尚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上市公司 2004 年年度报告主营业务的构成中服装

业务所占比例最大的标准来界定 ，服装类上市公司共有 1 5家

（雅戈尔、江苏吴中、大连创世、 辽宁时代、凯诺科技、红豆

股份、杉杉股份、七匹狼 、中国服装、美尔雅、远东股份、 雷

伊 B、 华联控股、 开开实业及茉织华。资料来源：参照中国

纺织服装协会 2 0 0 5《中国服装行业上市公司经营运作状

况》）。

各公司 2004 年年度会计报表已全部审计 ， 远东股份被

出具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强调说明公司的或有

损失情况，开开实业、茉织华被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其余1 2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开开实业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为 ：
“ 开开实业因原总经

理涉嫌经济犯罪 ，被公安机关立案侦察 ，开开实业和下属子

公司已就与原总经理案件有关的投资和应收款项可能造成的

损失全额计提了长期投资减值准备1 .38亿元、坏账准备3 .22

亿元 、其他投资损失等0 .73亿元 ，及对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按权益法核算计入损失1 .29亿元，由此减少了公司当

年净利润6 .62亿元，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判断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及投资损失的金额是否恰当 ”。

茉织华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为：“截至2004年 1 2月 31日 ，公

司存放于各证券公司尚未收回的投资款和委托理财共计

5 .2954 亿元 ， 本年度已全部计提了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

备 ，我所无法获取充分 、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上述资产计

提准备的金额是否适当等”。两份发表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均

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有关 ，两家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金额

比较大 ，对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会计师事务所均未能

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 影响资产价值的部分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比较分析

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选择影响了企业资产账面价值 ，进

而影响了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在对各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数据进行比较之前，笔者统计了各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估计选择。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可以按投资总体、投资类别和单个投

资项目计提 ，
1 5家中有 7 家按单个投资项目计提 ， 有 5家按

投资总体计提 ，有2家按投资类别计提；坏账准备的提取 ，
1 5

家中只有2家（中国服装和美尔雅）采用应收款项余额百分比

法 ， 计提比例分别为 5 .5% 、
1 5% ， 其余为账龄分析法。存

货跌价准备有 1 4家按单个存货计提 ，只有 1 家（雅戈尔）按投

资类别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均按单个项目计提。存货取

得时只有 1 家按计划成本进行核算 ， 其余全部采用实际成本

法。存货发出有 13家采用加权平均法 ，低值易耗品摊销有 10

家采用一次摊销法 ，存货盘存全部采用永续盘存制，折旧全

部采用年限平均法分类计提，所得税会计处理全部采用应付

税款法。可见 ，同类行业的企业会计政策存在着较强的通用

性 ， 但会计估计却存在较大差别。

三、各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笔者将各公司两年的有关指标进行了横向和纵向比较，

分析结果显示 ： 2003年净利润为负数的公司有 1 家 ，即中国

服装 ，净利润为 -1 .36亿元。1 5家服装类上市公司中 9家有

短期投资 ，其中5家计提了跌价准备 ，跌价率最高 98 .60% ，

最低0 .26% ；应收账款坏账率最高 1 5 .00% ，最低0 .88% ；其

他应收款坏账率最高 35 .86% ，最低0 .54% ；存货跌价准备

有 1 家未计提，存货跌价率最高 39 .45% ， 最低0 .07% ；有

1 4家有长期投资 ，只有 5家计提了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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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减值率最高 25 .1 9% ，最低0.08% ；1 5家中有 7家未计

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 固定资产减值率最高 42 .55% ，最低

0 . 00 13% ；有 1 4 家有在建工程，只有 1 家计提了在建工程

减值准备；有 1 2家有无形资产 ，只有 3家计提了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仅为商标权、 专利权 ， 最

高63 .96% ，最低3 .66% ；1 5家公司均无委托贷款及相应减

值准备；总资产减值率最高 34 .20% ，最低0 .41% 。

2004年净利润为负数的公司有 4家 ，即开开实业、美尔

雅、茉织华、 远东股份。1 5家公司中 8家有短期投资 ， 其中

5家计提了跌价准备 ，跌价率最高49 .32% ，最低3 .90% ；应

收账款坏账率最高 69 .21% ，最低 1 .09% ；其他应收款坏账

率最高51 .63% ，最低3 .31% ；存货跌价准备有3家未计提 ，

存货跌价率最高27 .00% ，最低0 .1 9% ；有 1 4家有长期投资，

只有 5 家计提了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 长期投资减值率最高

24 .30% ，最低0 .06% ； 1 5家中有 8家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 固定资产减值率最高 41 .59% ， 最低 0 .00 1 %%；有 1 3

家有在建工程，只有 1 家计提了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有 1 4家

有无形资产 ，只有 2家计提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 计提减值

准备的无形资产仅为商标权、专利权 ；
1 5家公司均无委托贷

款及相应减值准备；总资产减值率最高 3 2 . 7 6 % ， 最低

0.34%。与 2003年一样， 企业间各项指标相差较大。

笔者再将各企业两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变动情况进行比较

分析，发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变动数额最大的为茉织华，达

1 .04亿元，中国服装两年计提数相同；坏账准备有 2家变动

值巨大 ，其中开开实业达4 .1 6亿元 ，茉织华达4 .66亿元，开

开实业应收账款坏账变动率达 66 .10% ，茉织华其他应收款

坏账变动率达 46 .99% ；存货跌价准备变动最大的是华联控

股，达 1 .02亿元，其次是开开实业、 美尔雅、中国服装、茉

织华；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开开实业变动最大 ，达 1 .39亿元 ，

计提了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的5家公司中有2家两年数相同 ，即

江苏吴中、华联控股；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有2家变动较大 ，即

中国服装、 开开实业 ，计提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 8家公司

中有 4家两年数相同 ，即雅戈尔、 江苏吴中 、 辽宁时代、 杉

杉股份；仅 1 家（华联控股）计提了在建工程减值准备，但两

年数一致；仅3家计提了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有 2家（美尔雅

和中国服装）两年数一致；总资产减值率变动最大的是开开

实业和茉织华，分别达 20 .45% 和 1 6 .76%。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1
、 企业资产减值准备提取的主观随意性大 ， 依然是企

业操纵经营业绩的工具。虽然减值准备计提的复杂性和职业

判断中的主观性，会造成计提减值准备的比例不一致 ，但比

例相差如此悬殊 ，还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净利润较少或为

负数的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变动值和变动率均大于其他公司 ，

通过调节资产减值来进行利润操纵的行为较明显。由此可

见 ，要遏制这种行为的发生。单纯靠会计制度的变革和会计

准则的修订难以奏效 ，至少还需要资本市场的相关参与者尤

其是相关监管部门 ，从完善市场准入环节和市场退出环节等

进行综合治理。

2、 应加强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审计监督。1 5家公司

中除2家因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原因而被出具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外，其余均为无保留意见。而通过分析， 可以看出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主观随意性 ，如不同账面值的资产却计

提相同的减值准备。可见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资产减值准备

是否少提、计提是否公允关注不足，对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操纵利润显得难以应对。因为即使是会计师事务所发

表保留意见的两家公司，也是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

审计证据以判断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是否恰当”。会计

师事务所均以无法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为由发表意

见 ，回避对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公允性的判断。因此 ， 注册

会计师作为维护经济秩序、 公正鉴证财务报告的 “经济警

察”
， 一方面需要通过各种培训提高注册会计师队伍的业务

素质；另一方面 ，从目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方法和程序上看，

仅仅依靠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程序，对于企业操纵利润

的行为 ，如果没有其他的线索 ， 发现的概率较小。因此，应

加大注册会计师的职业权利 ， 增加必要的方法和取证手段 ，

以提高审计质量。

3、 减值准备的实务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企业

可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选择实施利润操纵，但我们不能

否定它的有用性，因为未来的价值信息较历史信息具有更大

的相关性。因此，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如何操作是值得进一

步研究的课题。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折现率的选择、未来

现金流量的预测等诸多环节须依靠有关人员的职业判断才能

完成 ，使资产减值金额的确定不可避免地掺入主观因素 ，无

法进行纯客观的操作。如何提取，提取多少， 注册会计师判

断被审计单位资产减值提取的公允性，均需要具备较高的职

业判断能力。尽管不久前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

资产减值》详细规定了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范围 、对可能发

生减值资产进行了认定、 补充和完善了有关信息的披露等 ，

但因受一些因素的限制 ，目前原则性的规定实践操作起来则

比较困难。因此笔者建议：出台一个关于资产减值操作性较

强的具体细则， 以使减值准备的实务操作规范化。

（作者单位：湖 南 大学会计学院

  浙江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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