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n= afqn-1

例：根据资料求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第 3 个月及

第 3 年第 9个月（即第 33个月）的折旧额。
S3= 80 000 ×0.033 ×0.9673-1= 2 468.63（元）

S33= 80 000 ×0.033 ×0.96733-1= 902.09（元）

3.第一个月至任意一个月份（1～n）期间折旧额的

计算

S1～n= a（1-qn）
例：根据资料求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的第1 年（即

1～1 2月）及第 2年（即第 1～24月）的累计折旧额。
S1～12= 80 000 ×（1-0.96712）= 26 518（元）

S1～24= 80 000 ×（1-0
.
96724）= 44 245.94（元）

4.任意一期间折旧额的计算

设：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的任意一个月份次序为

n，在其后的任意一月份次序为 m ，则 n～m 期间的折

旧额为：

Sn～m = a（qn-1-qm）

例：根据资料求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后的第二年（即

第 13 个月至第 24 个月）的折旧额。

S13～24= 80 000 ×（0.96713-1-0.96724）= 17 727.94（元）

为简化计算，对使用年限较长（如数十年）或使用

过程中出现不正常情况的固定资产，也可将计算用原

值进行转换，并重新排定投入使用月份次序。具体方法

本文不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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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税制对应收帐款 周 转率

指标计算 的影响

林盛泉

应收帐款周转率反映企业应收帐款的流动程度，

变现速度，以及资金周转速度的快慢。其计算公式为：

在税制改革以前。该公式中有关数据可以直接从

当期会计报表中获得。执行新税制以后，实行价税分

离，企业统计的销售额为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向客户

收取的应收帐款则含增值税。在这种情况下，计算应收

款帐周转率指标时，如果不加分析的将报表上的数据

直接套入该公式，计算结果将会发生偏差，不利于对企

业应收帐款管理的正确分析和评价，甚至会影响管理

者的决策。因此，税制改革以后，在计算该指标时，应将

销售收入的统计口径和应收帐款统一起来。即将销售

净额换算为含税的销售收入净额，计算公式可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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