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后，国家的所有者地位将不

会改变，作为公司的最大股东，国家享有资产受益、参

与利润分配、产权变更等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其中，最

主要的是对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权，要保证公司在依

法照章纳税后，国家作为投资者取得投资收益，即在税

后利润中要保证国家取得一定的收入。税后利润如何

分配，多少付给国家，多少付给其他投资者，应按投资

比例合理确定。
三是，监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国有企业改组为公司后，公司作为法人实体，依法

拥有法人财产权，享有法人财产的占有、使用、处分权，

在取得经营收益的情况下，还要对投资者投入企业的

资产负起保值增值的责任，确保投资者投入企业资产

的保值增值。财政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对国有企业资产

管理权的部门，应监督这类公司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

增值。

另一方面，按照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财政对国有

企业财务管理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将从对企业的直

接管理转为以间接管理为主。我们认为，在现阶段，财

政部门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企业财务管理：

其一，引导企业适应市场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企业推向了市场，要想在

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其生产和经营必须要适应市场

的变化。财政部门在这一过程中，要为企业创造转换经

营机制的条件，帮助企业适应市场，参与竞争。

其二，帮助企业建立内部财务管理办法，健全内部

监督机制

财务制度作为规范企业财务行为的准则，具有普

遍的约束意义。就某个企业而言，由于行业类型不同，

生产经营方式各异，企业规模、管理水平不一，在统一

规范下，企业有权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具体的内部财务

管理办法，作为本企业财务管理的规范。企业的内部财

务管理办法是整个财务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有着重

要的作用，各级财政部门在企业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办

法的过程中，要帮助引导企业建立起符合本企业实际

情况，又与《通则》、财务制度原则一致的内部财务管理

办法。

其三，逐步建立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为不同所有

制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新的财务制度适用于不同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各

类企业，国有、集体、外商投资、股份制等各种经济性质

的企业都应执行统一的财务制度，遵守共同的规范，按

同一标准考核其经营业绩，从而为企业间公平竞争创

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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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一种新的

加速折旧 方法——
“双值余额递减法”

吴 锴合肥市财政局

去年，“两则”颁布实施，采纳了国际会计准则中比

较通行的两种加速折旧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

数总和法”。我国在会计原则和会计方法上有范围的允

许采用加速折旧，是符合当代科学进步、技术更新日益

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客

观要求的。折旧方法上允许实行审慎原则，给企业提供

一个自主抉择的宽松条件，对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加

速更新改造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之所以在国际

会计中被比较广泛的采用，除其符合固定资产在其有

效使用期内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的客观规律，体现

了在使用初始时期加速折旧补偿的要求外，它们共同

的特点是折旧计算方法比较容易掌握，比较规范，因而

具有其实用性。

但是这两种加速折旧方法也各有其不足或偏颇之

处，“双倍余额递减法”在使用期满前两年，折旧方法必

须调整为“平均年限法”，而且在固定资产净残值率不

足 10%的情况下，最后两年的折旧额要高于后半期其

他各年的年折旧额。对于实行分类折旧方法的企业，在

使用期满前两年，就必须将该项目固定资产单列出来，
改用个别折旧方法，给企业核算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年数总和法”逐期折旧额递减幅度较大，使用期首年

和使用期届满尾年的折旧额相差倍数与其使用年限相

同，也就是说使用年限为 5年的首年折旧额为尾年的 5

倍，使用年限为 10 年的为 10 倍，这与大多数固定资产

实际的有形损耗及无形损耗的状况是不符的，给人以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人为加速折旧之感，而且企业的固定资产帐面价值（净

值）会与实际价值大相背离，在企业固定资产产权流动

转让中，帐面会计资料失去其基准参照作用。同时这种

折旧方法折旧率是变动的，对实行分类折旧方法的企

业也无法适用，只能采用个别折旧方法，笔者认为，此

法只适用于少数技术更新十分迅速的固定资产，如计

算机软件等类资产的折旧，因而应用范围有其局限性。

以上两种加速折旧方法，都比较难于适应在固定资产

核算管理中推行会计电算化的要求。

为此，笔者建议采用一种新的加速折旧方法，姑称

之为“双值余额递减法”作为加速折旧方法的一种补充

选择，以弥补以上两种方法的不足或局限。
“双值余额递减法”是以固定资产的原值加当期固

定资产净值作为计算折旧的基数，根据各类固定资产

的使用期限和估计净残值率设定折旧率，各期的折旧

方法仍采取：当期折旧额=当期折旧基数 ×设定折旧

率的常规方法核算，其特点是预计使用期满，该项固定

资产净值等于估计净残值。由于折旧基数是逐期递减

的，因而体现了在使用前期加大折旧补偿的加速折旧

要求。其折旧率是定率，与“平均年限法”、“双倍余额递

减法”无异，所以也可称之为“平均年限法”与“双倍余

额递减法”之间的一种改进方法。
“双值余额递减法”的具体内容如下：

设定折旧率（R）由使用期限（N）和估计净残值率

（C）按以下公式确定：

（注：以上公式由 2（1-R）N = 1+C 演化而来）

例如：某项固定资产原值 8 万元，使用期为 15年，
估计净残值率 5%，则按上式求得设定折旧率 R（年）和

R（月）如下：

查对数表得：1-R（年）= 0.95795；R（年）= 4.205%

查对数表得：1-R（月）= 0.99643；R（月）= 0.357%
由于折旧通常是按月计算，因而实际运用的折旧

率以月折旧率为宜，按年度计算的设定折旧率与按月

份计算的设定折旧率有所不同，年折旧率 R（年）≠12×

R（月），对于常用的设定折旧率，均可按上面公式算出。

采用“双值余额递减法”进行加速折旧的核算，具

有以下特征及优点：

1.折旧计算方法简便、规范、容易掌握，折旧基数

（原值、净值）均为帐面数，设定折旧率查表可得，也为

定数，与“平均年限法”一样，也较易进入会计电算化程

序。

2.不论实行个别折旧方法或分类折旧方法的企

业，都可采用此法进行加速折旧的核算。折旧计算方法

首尾一致，不需进行调整。

3.体现了加速折旧的要求，折旧额的递减幅度较

平缓，首年折旧额一般高于尾年折旧额 0.8倍左右，高

于“平均年限法”年折旧额 1/3左右，在使用前半期折

旧补偿约占全部折旧额的 58%左右，比较接近一般固

定资产的有形损耗及无形损耗的实际情况，既有利于

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更新改造，又使企业固定资产帐

面的折余价值（净值）与实际价值接近相符。

4.采用此法有利于调节新旧不同时期的固定资产

的使用成本，起到平衡各期成本负担的作用。固定资产

使用成本包括其折旧、动力费用、维修费用及其效率状

况等因素在内，即使不考虑无形损耗的因素，一般说其

动力消耗、修理费用总是随着使用年久而上升，使用效

率是逐年下降的，固定资产实行新旧不同时期逐年递

减其折旧额，折旧费用的减少可抵补动力、维修费用的

上升，使各期使用成本相对合理，有利于企业内部承

包、内部核算，能相对公平、准确地计算各期成本和收

益。

5.实行加速折旧方法的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对

于大多数工业、交通运输生产企业的生产设备、厂房、

其他生产性设施都可采用本法进行折旧核算。不但原

采用其他两种加速折旧方法，但技术更新并非很迅速

的企业可改用此法，而且原来用“平均年限法”的企业

也可改用此法。除了一些技术更新、无形损耗较快的企

业，因本法加速折旧幅度较缓，可考虑采用其他加速折

旧方法外，其他多数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均适宜采用

这种加速折旧方法。

更 正

1994年第 3期第 28 页右栏列示图与第 39 页右栏

列示图排印颠倒，应互相对调。特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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