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在向吴老挥手告别的时候 ，看到吴

老彳亍前行的样子，我的眼睛突然就

变得湿润起来。
在我回 北京后 不久，老人把 自己

留下的唯一一本原版英文 书——《高

等会计学习题与问题讲解》，执意从邮

局寄给 了我。吴老在所附的短信中说：

“今从邮局用挂号将此 书寄出，请查收

后，惠存。并来信或来电告知 为盼。”我

知道，这是吴老留下的唯一的一本早

年在圣约翰上 大学时的课本。因 为 吴

老曾对我说 ，想送一本原版英文教材

给 我 ，但现在在别人手里 ，要等几 天。
他说 ，自 己上大学时的那些书 ，除这本

外，都已被一些年轻人借去，他 们说很

需要，就 送给他们了 ，自己也没想着多

留一本。老人寄过来的这本书很 旧 ，

1933 年出版于纽约，纸张发黄不说 ，装

书的线都快要断了 ，但这是我迄今为

止收到的最珍贵的书。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那位 90

高龄的会计老人，心境原本如 此。

企业会计
制度讲座

《企业会计制度》讲座（ 八 ）

财政部会计司

例：某工业企业生产线设备的账面原价为5 000万元，预

计使用年限10年，已计提折旧2年，累计折旧为1 000万元，预

计净残值为零。假定第3年年底该生产线设备的可收回金额为

3 200万元，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净残值不变，以后

均未再发生减值。假定该企业的生产线设备使用8年后出售，

出售所得收入1万元。该企业第3年及以后年度的会计处理如

下：
①第3年计提折旧

应提折旧额=5 000÷.10=500（万元）

借：制造费用  5 000 000

贷：累计折旧  5 000 000

②第3年年度终了，计算应计提的减值准备

应计提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可收回金额=
3 500-3 200=300（万元）

借：营业外支出——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 000 0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 000 000

③第4年计提折旧

应提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尚可使用年限=3 200÷

5=640（万元）

借：制造费用  6 400 000

贷：累计折旧  6 400 000

④第5年及以后各年计提折旧同③。
⑤出售生产线设备

第一，将固定资产净值和计提的减值准备转入固定资产

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3 000 000

累计折旧  47 000 000

贷：固定资产  50 000 000

借：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 00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3 000 000

第二，将出售所得收入入账

借：银行存款  1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0 000

第三，结转固定资产清理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 000

贷：营业外收入  10 000

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后，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时，不再

按原价计提，而应当按照其账面价值（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

折旧和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后的金额）以及尚可使用年限重新

计算折旧率和折旧额，以前年度已计提的折旧不再进行调整。
另外，企业因变更固定资产期末计价政策，即由期末按固定资

产净值计价改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价，作为会计

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和相关项目时，

对此次因追溯调整计提的减值准备而影响的累计折旧，也不

再进行调整。
例：某企业管理用设备的账面原价为5 000万元，预计使

用年限10年，已计提折旧2年，累计折旧为1 000万元，预计净

残值为零。假定该企业原固定资产期末按净值计价，从第3年

起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改按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

孰低计价，并采用追溯调整法。该企业估计该管理用设备第1

年年末的可收回金额为4 000万元；第2年年末的可收回金额

为3 800万元。该企业在进行追溯调整时，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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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计提的减值准备不能在应纳税所得额前扣除，不考虑利

润分配因素）：

①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单位：万元）

注：（1）第1年应计提的减值准备=（5 000-500）-4 000=
500（万元）；

（2）第2年应计提的减值准备=（5 000-500×2-500）-
3 800=-300（万元）。

如果按照一般做法，由于第1年计提了500万元的减值准

备，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4 000万元，应当按照该项固定资产

的尚可使用年限重新计算应计提的折旧额，即第2年计提的折

旧不再是500万元（如果尚可使用年限为9年，第2年的累计折

旧应为444万元）。但由于会计政策变更在第3年年初，第2年已

经计提了500万元的折旧，因此，在此次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

溯调整时，不再调整第2年已提的折旧额。本例第2年按变更会

计政策影响的损益为300万元（调增利润300万元），实质上已

考虑了减值和已计提折旧的调整因素（如果第2年折旧额为

444万元，与实际计提的500万元折旧额相差56万元；第2年按

444万元计提折旧计算，则第2年年末账面价值为3 556万元，

与可收回金额3 800万元相比较，差异为244万元，与第2年按

500万元计提折旧计算的账面价值3 500万元和可收回金额

3 800万元比较的差异500万元，相差56万元。第2年按500万元

计提折旧，转回减值准备300万元，其对损益的影响金额为200

万元；而第2年按444万元计提折旧，转回244万元减值准备，其

对损益的影响金额也为200万元。由此可见，固定资产期末计

价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时，是否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额，

在某些情况下对前期损益不产生影响，因此，对原已计提的折

旧额不再进行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

资产是生产用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需计入生产成本的，则计

提减值准备后不调整固定资产折旧额，对损益的影响会存在

差异）。
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200（万元）

②会计处理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2 000 0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 000 000

（五）对无形资产的核算作了部分修改

1.无形资产的定义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

或为管理目的而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具有如下特征：

（1）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无形资产通常表现为某种

权力、技术或获取超额利润的综合能力。比如，非专利技术、商

誉等。无形资产没有实物形态，但却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或使企业获得超额收益。不具有实物形态是无形资产区别

于其他资产的特征之一。然而，某些无形资产的存在有赖于实

物载体，比如，计算机软件需要存储在磁盘中，但这并不意味

着改变无形资产本身不具有实物形态的特性。
（2）无形资产属于非货币性长期资产。无形资产区别于货

币性资产的特征，就在于它属于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没有

实物形态，但仅仅以无实物形态将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加以

区分是不够的。无形资产属于长期资产，主要是因为它能在超

过企业的一个经营周期内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那些虽然具

有无形资产的其他特性却不能在超过一个经营周期内为企业

服务的资产，不能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核算。
（3）无形资产是为企业使用而非出售的资产。企业持有无

形资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为了生产经营，即利用无形

资产来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给他人或为企业经营管理服

务。比如，土地使用权，属于企业生产经营用的资产，而非出售

的资产。
无形资产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的方式，具体表现为销售

产品或提供劳务取得的收入、让渡资产使用权给他人取得的

租金收入，也可能表现为因为使用无形资产而改进了生产工

艺、节约了生产成本等。
（4）无形资产在创造经济利益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无形资产必须与企业的其他资产结合，才能为企业创造经济

利益。这里的“其他资产”包括足够的人力资源、高素质的管理

队伍、相关的硬件设备、相关的原材料等。此外，无形资产创造

经济利益的能力还较多地受外界因素的影响，比如相关新技

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利用无形资产所生产产品的市场接受程

度等。无形资产在创造经济利益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要

求在对无形资产进行核算时应更为谨慎。
2.无形资产的分类

无形资产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分类。
按取得方式不同，可以将无形资产分为外部取得无形资

产和内部自创无形资产两大类。其中，外部取得无形资产又可

以分为外购无形资产、通过非货币性交易换入无形资产、投资

者投入无形资产、通过债务重组取得无形资产、接受捐赠取得

无形资产等；内部自创无形资产是指企业自行研究与开发取

得的无形资产。
按是否可以辨认，可以将无形资产分为可辨认无形资产

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判断某项无形资产是否可以辨认，对该

项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非常重要。一般而言，如果某项无形

资产可以单独对外出租、出售、交换，而不须在其被处置时，作

为与该项无形资产共同创造利益的其他资产也一并被处置。
例如，企业单独购入的土地使用权属于可辨认无形资产。但有

时也存在某种特殊情况，即虽然企业将某项无形资产处置时

还需同时处置为共同创造某一利益的其他资产，该无形资产

仍可能是可辨认的。例如，与地上附着物一并购入的土地使用

权，如果其他单位希望单独购买企业的该项土地使用权，为

此，企业需处置地上的附着物，但该土地使用权仍然是可辨认

的。企业无形资产中，除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外，剩下的商誉属

于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
3.无形资产的确认

无形资产的确认是指符合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项目，作

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加以记录并将其列入企业资产负债表的过

程。《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无形资产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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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才能加以确认：（1）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

业；（2）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可见，某个项目要确认为无形资产，首先必须符合无形资

产的定义，其次还需要符合上述两项条件。作为无形资产核算

的项目首先应当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符合无形资产定义的

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企业能够控制该项无形资产的经济利益。
这虽是企业一般资产所具有的特征，但对于无形资产来说，显

得尤为重要。实务中，要确定无形资产创造的经济利益是否很

可能流入企业，需要实施职业判断。在实施这种判断时，需要

考虑相关的因素。比如，企业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高素质

的管理队伍、相关的硬件设备、相关的原材料等来配合无形资

产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应关注外界因素

的影响，比如是否存在相关的新技术、新产品冲击与无形资产

相关的技术占据其生产的产品的市场等。总之，在实施判断

时，企业的管理部门应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年限内存在的

各种因素作出最稳健的估计。
作为无形资产确认的基本条件之一，即成本能够可靠地

计量。企业自创商誉虽然符合无形资产定义，但自创商誉过程

中发生的支出却难以计量，因而不能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予

以确认。又比如，一些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人才，假定其与企

业签订了服务合同，且合同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不能为其他

企业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这些科技人才的知识在规

定的期限内预期能够为企业创造经济利益，但由于这些技术

人才的知识难以辨认，加之为形成这些知识所发生的支出难

以计量，从而不能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加以确认。
4.无形资产取得成本的计量

《企业会计制度》按照无形资产取得方式，对无形资产取

得成本的计量作出了规定。根据规定，企业无形资产在取得

时，应按实际成本计量。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应按以下方法确

定：

（1）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价款作为实际成本。
对于一并购入的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其成本通常应按

该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的公允价值相对比例确定。
例：某企业从其他单位购入一项专利权和相关设备，实际

支付的价款为6 500万元。其中专利权未与相关设备的价格分

别标明。假定该项专利权的公允价值与相关设备公允价值的

相对比例为4：1，则该项专利权的成本计算如下：

6 500×（4÷5）=5 200（万元）

借：无形资产  52 000 000

固定资产  13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65 000 000

采用公允价值相对比例来确定与其他资产一同购入的无

形资产的成本，须以该项无形资产的相对价值是否较大为前

提。如果相对价值较小，则无须单独核算，可以计入其他资产

的成本，视为其他资产的组成部分；反之，则需要单独核算。比

如，只作为计算机必不可少的附件随机购入的、金额相对较小

的软件，就不必单独核算；但如果是连同一组计算机购入 、金

额也相对较大（甚至占主要部分）的管理系统软件，则应单独

核算。随同地上附着物一同购入的土地使用权也属于类似情

况。如果一并购入的无形资产与其他资产在使用上不可分离，

在使用年限方面也基本一致，则无须将其与其他资产分开核

算。
（2）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应按投资各方确定的价值作

为实际成本。但是，为首次发行股票而接受投资者投入的无形

资产，应按该无形资产在投资方的账面价值作为实际成本。
（3）通过债务重组取得的无形资产，按照债务重组的规定

确定其实际成本。
企业接受的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方式取得的无

形资产，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

实际成本。如涉及补价，收到补价的企业，按应收债权的账面

价值减去补价，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实际成本；支付补

价的企业，按应收债权的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和应支付

的相关税费，作为实际成本。
（4）以非货币性交易换入的无形资产，按换出资产的账面

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实际成本。如涉及补价，收到

补价的企业，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确认的收益和应

支付的相关税费减去补价后的余额，作为实际成本；支付补价

的企业，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和补

价，作为实际成本。
（5）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应分别按以下规定确定其实际

成本：

①捐赠方提供了有关凭据的，按凭据上标明的金额加上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实际成本。
②捐赠方没有提供有关凭据的，按如下顺序确定其实际

成本：

第一，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按同类或类

似无形资产的市场价格估计的金额，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实际成本；
第二，同类或类似无形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按该接受

捐赠的无形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实际成本。
（6）自行开发无形资产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自行开发并按法律程序申请取得

的无形资产，按依法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聘请律师费等费

用，作为无形资产的实际成本。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材

料费用、直接参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开发过程中发生

的租金、借款费用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企业在自行研究与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

样的费用。比如，研究与开发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所用设备的

折旧、外购相关技术发生的支出等。发生的这些费用往往难以

根据某个特定的项目进行归集；此外，随着企业间技术竞争加

剧，企业研究与开发的项目是否能够成功，将来是否能为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在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往往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因此，《企业会计制度》明确要求企业在自行开发无形资产

过程中发生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应于发生当期确认为当期费

用；而依法申请取得时发生的注册费、律师费等费用，则应作

为依法申请取得的无形资产的成本入账。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计入各期费用的研究与开发费用，在

该项无形资产获得成功并依法申请取得权利时，不得再将原

已计入费用的研究与开发费用资本化。
5.无形资产后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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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的后续支出是指无形资产入账后，为确保该无

形资产能够给企业带来预定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支出，比如，

相关的宣传活动支出。由于这些支出仅是为了确保已确认的

无形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预定的经济利益，因而应在发生当

期确认为费用。
6.无形资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主要涉及无形资产成本、摊销开始月份、摊

销方法、摊销年限、残值等因素。无形资产成本即为入账价值。
确定无形资产摊销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确定预计使用年限。通常情况下，无形资产成本应在

其预计使用年限内摊销。但是，在确定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

限时，应当考虑多种因素，如企业对该无形资产的预期使用情

况、根据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的寿命周期、相关技术和工艺

的发展情况、与该无形资产配套的其他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

等。但是，预计使用年限超过了相关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或法

律规定的有效年限的，该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按如下原则确

定：

①合同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没有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

期不应超过合同规定的受益年限；

②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但法律规定有效年限的，摊销

期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有效年限；

③合同规定了受益年限，法律也规定了有效年限的，摊销

期不应超过受益年限和有效年限二者之中较短者。
④如果合同没有规定受益年限，法律也没有规定有效年

限的，摊销期不应超过10年。
（2）确定摊销开始日。无形资产应当自取得当月起在预计

使用年限内分期平均摊销，计入损益。
（3）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应反映企

业消耗无形资产内含经济利益的方式；或者说，应反映无形资

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方式。因而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可

以有多种，比如直线法、加速法或其他方法（如对公路经营权

采用车流量法等）。《企业会计制度》为简化会计核算，强调会

计信息的可比性，对无形资产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在摊销无

形资产价值时，将无形资产的残值假定为零。
7.土地使用权

企业购入或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在尚未开发或建造自用项目前，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并按无形

资产有关摊销期限的规定进行摊销。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商

品房时，应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开发成本；企业

因利用土地建造自用某项目时，将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全

部转入在建工程成本。
因土地使用权的使用年限与所建造房屋、建筑物的预计

使用年限不同的，在预计该项固定资产净残值率时予以考虑。
8.无形资产的处置

（1）无形资产的出租。无形资产的出租是指企业将所拥有

的无形资产的使用权让渡给其他单位，并收取租金。收取的租

金按照让渡资产使用权所取得收入的确认原则确认和计量，

并作为其他业务收入处理。
（2）无形资产的出售。无形资产的出售表明企业放弃无

形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出售无形资产，应将所得价款与该

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营业外收支。
（3）无形资产的转销。如果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从而不再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应将其账面价值转

销。企业在判断无形资产是否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时，应根据以下迹象加以判断：

①该无形资产是否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且已不能

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②该无形资产是否不再受法律的保护，且不能给企业带

来经济利益。
9.无形资产的期末计价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期末时，应当检查无形资产的可收

回性，并按照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可收回金额

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责任编辑  温彦君

建议·动态简讯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废旧物资回收经营

业务增值税政策的补充通知

自2001年5月1日至2001年6月30日期间，废旧物资回收

经营单位发生的符合废旧物资增值税优惠政策规定的废

旧物资销售行为，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收回并按

规定缴纳增值税的，可按照原有关废旧物资增值税优惠政

策办理。购入废旧物资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

用发票，其进项税金可按规定抵扣。（财税〔2001〕138号）

（本刊 记者 ）

建议·动态简讯

  《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一书出版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一书

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财政部近期发

布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和《内

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试行）》两个部门规

章，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同志在内部控制制度研讨

会上的讲话及有关署名文章等。

（本刊记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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