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情况。也有代表直接指出研发支出应该予以资本化，并提

出了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2）无形资产投资的问题。企业

将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被投资方按投资方确认

价值入账，而投资方因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未确认或只按

极小一部分申请费用人账，这种对于同一资产、相同的经济

业务，采用不同的价值标准计量，显然不妥。（3）无形资产的

摊销问题。准则规定的摊销方法是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

平均摊销，这对高科技企业是欠妥的。另外，对于计提了减

值准备后的无形资产，是按原始价值还是按账面价值在剩

余年限内摊销其剩余价值，在准则和会计制度中都未作明

确规定。代表们普遍赞同计提减值准备后无形资产的摊销

应与计提了减值准备后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法类似，只

有这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代表

们还认为，随着我国加入W TO，无形资产会计准则的国际协

调显得越发重要，这就要求我国的无形资产会计准则必须

与国际协调。

三、加强无形资产营运，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新经济条件下，无形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研究无形资产与企业价值的

关系来看，无形资产是衡量企业价值大小的重要标准，无形

资产创造和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因为，资产的本质是一种创

利能力，而无形资产作为资产也必须具备这种能力。在这一

前提下，企业必须加强无形资产营运，即通过对其进行运筹

和谋划，实现其价值的最大增值。部分代表首先就影响无形

资产营运的环境因素作了初步分析，认为应在借鉴国内外

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合理采用无形资产开发策略、延伸策

略、融资策略、扩张策略、分配策略等，以提高无形资产的营

运效率。同时，有代表还特别强调了无形资产营运中的无形

资产管理问题。认为无形资产是企业的一项综合资源，企业

的人、财、物的管理能力、科学技术的开发能力、国际国内市

场的经营能力均可以通过无形资产体现出来。在无形资产

管理中必须处理好知识价值增值环节、强化核心竞争力、优

化企业家无形资产管理能力配置等问题。对于无形资产营

运中存在的各种风险，代表们普遍认为需要通过加强对知

识产权的保护，提高无形资产的利用率及建立健全无形资

产的评估机制来防范风险。另外，还有代表提出了会计师事

务所这种特殊企业的无形资产维护问题，并指出信誉的维

护是其维护的重点。
在无形资产营运过程中，有代表特别指出，应对我国现

阶段的无形资产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并从实施无形资产全

方位保护的行为类型、行为层次、行为对象和行为要求等四

个方面阐述了这一观点。除此之外，加强无形资产相关的税

收筹划也显得尤为重要，有代表对优化无形资产税收优惠

政策等提出了若干建议。

四、强化无形资产审计，防范无形资产流失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在企业经济活动

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代表们认为，无形资产数量的增加使无

形资产审计比重加大，无形资产价值和计量的不确定性增

加了审计的难度，而目前企业无形资产观念淡薄，导致无形

资产管理混乱和流失严重。针对这一情况，有代表指出，进

一步拓展内部审计领域，大力加强对无形资产运作的内部

审计监督是很有必要的。企业应树立无形资产的观念，政府

要完善无形资产评估和保护的法律法规，使管理和审计有

法可依；提高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明确无形资产审计的重

点，加强无形资产内部控制制度的审计；审查企业与外部联

合开发无形资产的情况、企业信息网络管理情况、企业专利

产业化及专利保护情况，维护企业的经济权益。还有代表认

为对于无形资产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可通过完善无形资产

会计核算准则、加强无形资产信息披露、强化无形资产审计

中的会计责任、保持高度的职业谨慎的方法加以解决。

五、采用科学的价值评估方法，提高无形资产价值

评估的可靠性

代表们对无形资产评估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有代表就

无形资产评估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成本法的运用、以

投资为目的的无形资产价值的确定方式以及“不得求证客

户授意的评估价值”等，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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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 西省 会计集中 核算运行良 好

陕西省自 2000年 7 月成立省级会计集中核算中心

以 来，通过两年时间运行，已在全省范围内铺开。该制度

的实施，在规范会计基础 工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 强

财政资金管理，促进党风廉政建设方 面取得了良好效

果。
同时，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 实施 ，为建立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从今年 4 月 1 日起，
陕西省又率先在省级 120 余家会计集中核算单位 全面

进行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试点，利用会计集中核 算形成

的业务和技术基础，建立集中支付专户和零余额账户，

逐步实现国库资金的直接 支付，减少国库资金的库外沉

淀，通过两种制度的有效 融合，极 大地提 高 了财政资金

的使用效益。
实践证明，会计集中核 算的施行及 两种制度的融

合，实现 了制度的优势互补，体现了很强的生命力。
（本刊记者）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建议·动态
	简讯  陕西省会计集中核算运行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