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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账面余额与账面价值辨析

1援 账面余额。账面余额一般是指某账户结余的金额（账面

实际余额），不扣除与该账户相关的备抵账户（如累计折旧、累

计摊销和相关资产的减值准备等，下同）余额的金额。账面余

额的意义在于反映某项资产或负债的历史成本（实际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某项资产的账面余额有时也指账面净值，如折

余价值和摊余价值。前者是指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由固定资

产原价减计提的累计折旧确定；后者是指无形资产的摊余价

值，按无形资产原价减累计摊销确定。某项资产的账面余额究

竟是指账户的账面实际余额，还是指折余价值或摊余价值，要

联系前后文来确定。本文账面余额取账户的结余金额之意。

2援 账面价值。账面价值是指某账户（通常是资产类账户）

的账面余额减去相关备抵账户余额后的净额。账面价值的意

义在于填列财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要按其账面

价值填列。

对固定资产来讲，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固定资产账面余

额-累计折旧-计提的减值准备；账面余额=固定资产的账面

原价，体现为“固定资产”账户借方余额。对无形资产来讲，无

形资产账面价值=无形资产账面余额-累计摊销-计提的减值

准备；账面余额=无形资产的账面原价，体现为“无形资产”账

户借方余额。油气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以及成本计量模式下

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和账面余额的确定与固定资产和

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和账面余额的确定类似。对其他资产来讲：

账面价值=账面余额-计提的减值准备。例如：无形资产（某项

专利权）原价为20 000元，已提摊销15 000元，已提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3 000元，即“无形资产（某项专利权）”账户借方余额

20 000元，“累计摊销（某项专利权）”账户贷方余额15 000元，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某项专利权）”账户贷方余额3 000元，

则该项无形资产账面余额为20 000元，账面价值=20 000-

15 000-3 000=2 000（元）。

如果某账户没有备抵账户，则该账户的账面余额就是账

面价值。可见，账面余额是账面价值的特殊形式。

二、账面价值的应用

1援 账务处理。编制处置已提减值准备资产的会计分录时，

第一步转销其账面价值，第二步确定差额（即账面价值）的处

理。以下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为例予以说明。

（1）已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的处置。如出售已提存货跌

价准备的库存商品，售后结转销售成本时，转销该库存商品的

账面价值，即转销“库存商品减存货跌价准备”的差额，做会计

分录时，先借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贷记“库存商品”科目，

再按其差额，借记“主营业务成本”科目。

例1：已售A商品账面余额为13 000元，已提跌价准备2 000

元，结转销售成本分录如下：借：主营业务成本11 000，存货跌

价准备2 000；贷：库存商品13 000。

（2）处置已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处置固定资产，意味

着固定资产减少，应转销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即转销“固

定资产减累计折旧减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差额，做会计分录

时，先转销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借记“累计折旧”、“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科目，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再按其差额，借记“固

定资产清理”科目。

例2：企业出售一台设备，原值40 000元，已提折旧34 000

元，已提减值准备 2 000元。固定资产转入清理：借：固定资产

清理4 000，累计折旧34 000，固定资产减值准备2 000；贷：固

定资产40 000。

（3）处置已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如企业出售无形资

产，应当先转销其账面价值，并按取得的收入款增加银行存

款，即：借记“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累计摊销”、“银行存款”科

目，贷记“无形资产”科目，再计提有关税费，贷记“应交税费”

科目，最后确定差额计入营业外收支。

例3：企业转让某项无形资产，取得收入30 000元存入企

业存款户。其原值为70 000元，已提摊销35 000元，已提减值准

备15 000元。按5%计提营业税。相关会计分录如下：借：无形资

产减值准备15 000，累计摊销35 000，银行存款30 000；贷：无

形资产70 000，应交税费1 500，营业外收入8 500。

2援 财务报表填列。填列资产负债表时，有关资产项目期末

余额应按其账面价值填列。比如：淤“应收账款”、“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其他应收款”项目，应按减去各自

相应坏账准备后的净额填列。于“存货”项目，应按减去存货跌

价准备后的净额填列。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

投资”、“长期股权投资”项目，应按减去各自相应减值准备后

的净额填列。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油气资产”、“投资

性房地产”、“生产性生物资产”项目，应按减去累计折旧（或摊

销、折耗）和各自减值准备后的净额填列。虞“长期应收款”项

目，应按减去“未实现融资收益”科目和相应坏账准备后的净

额填列。愚“在建工程”项目，应按减去相应减值准备后的净额

填列。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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