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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减值会计处理补遗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资产组减值中单项资产减值的处理方法和资产组减值分配中出现无法依照准则规定解决的问

题做相关补遗和探讨。同时分析了包括存货的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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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组减值案例

沿用 2010年版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

计》中资产组减值章节一案例：XYZ公司有一条甲生产线，该

生产线生产光学器材，由 A、B、C三部机器构成，成本分别为

400 000元、600 000元、1 000 000元。使用年限为 10年，净残

值为零，以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各机器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

流量，但整条生产线构成完整的产销单位，属于一个资产组。

2005年甲生产线所生产的光学产品有替代产品上市，到年

底，导致公司光学产品的销路锐减 40%，因此，对甲生产线进

行减值测试。

2005年 12月 31日，A、B、C三部机器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200 000元、300 000元、500 000元。估计 A机器的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150 000元，B、C机器都无法合理估

计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

整条生产线预计尚可使用 5年。经估计其未来 5年的现

金流量及其恰当的折现率后，得到该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为 600 000元。由于公司无法合理估计生产线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公司以该生产线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为其可收回金额。

经过对上述案例的分析以及教材对此题的解析，笔者认

为存在以下两点质疑：淤资产组减值中对单项资产进行损失

分摊的问题；于其他非资产减值准则规范的资产加入资产组

时的会计处理问题。

二、资产组减值中单项资产的分摊补遗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资产如出现

减值迹象，并难以对该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应

当以该资产所属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上

述案例中对单项资产 A的可收回金额估计时，按规定就应该

以单项资产减值处理方法进行会计处理，但案例解析中却还

是以整个资产组为基础对其所属资产组进行减值处理，这与

准则规定相矛盾。笔者认为，弄清单项资产在进行减值测试前

的存在形式是解决此矛盾的关键，准则应明确规定：如果单项

资产不属于任何资产组，其减值处理方法应按单项资产减值

处理原则处理；若已隶属于某资产组，由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不管其可收回金额是否能估计，都应以资产组为基础按资产

组的减值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例题中，甲公司应当确认减值损失 400 000元，因为 A的

可收回金额为 150 000元，故 A分摊减值后账面价不应低于

150 000元，所以 A应计提 50 000元的减值准备，剩下的减值

损失教材上的解法为由 B、C按其账面价值的比重分摊，刚好

各分摊 131 250元和 218 750元。但上题是只给出了 A的预计

可收回金额情况，现假设以下几种情况：

情况 1：经估计，B的可收回金额为 250 000元，C的可收

回金额为 450 000元。此时 B、C应各计提减值准备 50 000元。

由于资产组发生减值 400 000元，说明 A还应分摊 300 000元的

损失，分摊后 A的账面价值为-100 000元（200 000-300 000），

小于 0，显然此分配不得当。而准则中也未规定应对此种情况

的处理办法。在保证各单项设备账面价值不低于 0的前提下，

基于谨慎性原则，笔者认为应做如下调整：对 A计提 200 000

元的减值损失，而 A、B、C隶属于一个资产组，所以剩下的

100 000元减值按 B、C的账面价值比重进行分摊，即 B、C再

次各分摊减值损失 25 000元、75 000元。

情况 2：经估计，A的可收回金额为 250 000元，B的可收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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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分摊比例

分摊减值损失

分摊后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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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金额为 350 000元，C的可收回金额为 550 000元。此时 A、

B、C的可收回金额均大于其账面价值，说明单项资产未发生

减值，而资产组却发生了减值，此时应充分考虑造成资产组减

值的原因，并分析估计此减值持续的时间。若以前期间由该资

产组带来的经济效益一直很好，这次是因为偶然因素导致减

值，并且减值不会持续下去，则可考虑将发生的减值损失归集

到其最终产品上，计入相关费用。若经估计该资产组会长期持

续减值下去，并且不是偶然因素所致，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应

质疑该资产组的合理性，该资产组给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不

如各单项资产带来的经济效益之和，故该资产组不存在盈利

性。此时，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变更该资产组。企业管理层

应当证明该变更是合理的，并且在附注中作相应说明。

情况 3：经估计，A的可收回金额为 150 000元，B的可收

回金额为 250 000元，C的可收回金额为 450 000元。此时，A、

B、C应分别计提 50 000元的减值准备，即一共计提 150 000元

的减值准备，而资产组应分配的减值损失为 400 000元，还剩

250 000元未分摊。准则中未针对此情况提出解决办法，笔者

认为应考虑让各单项资产进行二次分摊，即继续由 A、B、C

按各账面价值比重进行分摊。A、B、C还应各二次计提减值准

备 50 000元、75 000元、125 000元。

上述三种情况是基于对准则中并未考虑到的资产组减值

中当其他单项资产都不够分摊时或者虽然资产组发生了减值

但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大于账面价值以及全部单项资产进

行二次分摊的情况的会计处理补遗。

情况 4：沿用前例，假设 2006年初，企业有一价值 20 000

元的存货属于此资产组（设该存货和其他单项资产的使用年

限相同）。此时，存货与 A、B、C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最小独

立现金流单元，则若年底对该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时，该存货

应作何处理？准则中未包括对存货减值的处理，而《企业会计

准则第 1号———存货》中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提到的单项

计提、分类计提、总额计提三种方法中也未提及对存在于资产

组中的存货的处理。笔者认为，既然存货已经是以资产组的一

项单项资产而存在，说明其无法独立带来现金流量，其独立存

在也不具实际经济价值，根据重要性原则，在进行减值会计处

理时也应同资产组中其他单项资产适用同样的会计处理方

法。若资产组发生减值，减值金额应由存货和其他单项资产按

各自账面价值的比重进行分摊，存货以其成本价作为其账面

价值，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在以后期间其减值也应符合资产组

减值规定不予转回。则上例的账务处理应为：加入存货后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为 1 020 000元，应计提 420 000元的减值准

备，综合题意，按各资产的账面价值比重最后各分得减值损失：

A为 50 000元，B为 135 369元，C为 225 610元，存货 9 021元。

只要该资产组存在，则存货计提的减值准备就不得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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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账更正存在的问题与改进

【摘要】由于《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对错账更正的规定存在不全面、不具体的问题，本文对下列三种错账的更正方法进

行了探讨：一是记账凭证审核且汇总后，登账前发现记账凭证错误；二是年度内发现的总账科目无错，只是明细科目错；三

是以前年度记账凭证错误。

【关键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错账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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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基础工作规范》错账更正规定

1. 登账时发生错误，即记账凭证无错，只是登账时发生

笔误。根据现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应

当将错误的文字或者数字划红线注销，但必须使原有字迹仍

可辨认，然后在划线上方填写正确的文字或者数字，并由记

账人员在更正处盖章。对于错误的数字，应当全部划红线更

正，不得只更正其中的错误数字。对于文字错误，可只划去错

误的部分。即教科书介绍的划线更正法。

2. 填制记账凭证时发生错误。根据现行《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填制记账凭证时发生错误，应当重

新填制记账凭证。即错误的记账凭证作废，重新填制一张正

确的记账凭证。该方法不妨称之为“重填凭证法”。

3. 登账后发现错误，即登账后发现记账凭证有错。根据

现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应分两种情

况：淤发现的是当年的错账。具体又分为：第一，会计科目错

误。更正方法是：用红字填写一张与原内容相同的记账凭证，

再用蓝字重新填制一张正确的记账凭证，均登记入账。即教

科书介绍的红字更正法（二分录法）。第二，会计科目无错，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