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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折旧的创新性研究

柴美群渊博士冤 回 亭

渊河北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石家庄 050061 石家庄经济学院华信学院 石家庄 050090冤

【摘要】根据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要更多依靠“管理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要求，本文系统分析了传统折

旧方法的优缺点，针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和融资租赁等不同领域管理实务的需求，明确提出固定资产减速折旧方法，以期

科学地计提折旧费用，加强经济管理，实现企业永续发展。

【关键词】传统折旧 减速折旧 匀减法 变速法 扣除法

十八大报告中有 55次出现“创新”一词，在报告的“加快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部分，

胡锦涛同志着重指出，要“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特

别强调要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

管理创新驱动”。通过认真学习我们的体会是，“创新”是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而“管理创新”又是创新家族中极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固定资产折旧的计提能否有所创

新？若能创新意义何在？

一、资产折旧的一般性研究

1援 折旧的提出。根据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国家资产折
旧作为一个概念于 18世纪初在经济学著作中首先被提出，在
经济学大师大卫·李嘉图论著中得到深入阐述，并由麦克库洛

赫在《经济学原理》（1825）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巨著
《资本论》（1870）的再生产理论对固定资本流通、折旧提取、折
旧基金性质和使用，都进行了充分而精辟的论证。二战前基于

当时经济发展和管理需要折旧计提大都采用年限平均法。二

战后由于科技突飞猛进，企业规模迅速膨胀，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管理要求越来越高，会计学界和实务界才明确提出了加速

折旧方法。从上述折旧提出和折旧方法演变中我们不难看出，

折旧作为国家资产在使用中价值的分摊或转移，分摊多少，转

移多少，不靠主观臆想，不是数字游戏，它的计提方法是随着

科技进步和管理需要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

2援 折旧的概念。计提折旧不是什么新问题。这么多年来，
从经济学界到管理学界，从会计学术界到会计实务界，尽管对

会计概念的表述林林总总，但其基本观点无本质区别。我国一

代会计宗师葛家澍、阎达五、娄尔行对折旧的观点也是如此。

新一代会计名家林志军、王光远、王化成、耿建欣、谢志华、刘

永泽、陆正飞、李若山、李心合、蔡春等对折旧概念的表述也大

体一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它认为“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周

期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提折旧额进行系统分摊。”这一

概念阐明了折旧实质，强调了计提方法，突出了寿命周期，简

明扼要，便于理解和运用。其不足在于没有揭示计提折旧的理

论依据。

笔者认为折旧是指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功能丧

失而转移到产品成本或其他费用中的价值。这一概念强调了折

旧的实质是价值转移，突出了计提的原因是使用，其创新在于

揭示了计提的理论依据是功能丧失。可见计提折旧的逻辑思

路是，资产因使用导致功能丧失，功能丧失引发价值转移，价

值转移又必然带来经济效益。在会计管理中，功能丧失是个很

难测定的技术指标，实务中都是根据可观测指标（即产出的效

益）来间接测量功能丧失程度，从而判断计提多少折旧费用。

3援 折旧的重要作用。计提折旧是固定资产核算的重要内
容，是正确计算产品成本、管理费用、营业利润，客观反映所有

者权益和资产净存量的重要指标，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技术进

步、利润总额及所得税缴纳，是真实披露财务信息的重要内

容。因此，选择适当方法来准确计算折旧在会计核算中占有重

要位置。

二、传统折旧方法的比较研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可

选用的折旧方法有三类，包括直线法（年限平均法）、比例法

（工作量法）和加速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

1. 年限平均法。
（1）计算公式。年限平均法是指把应计折旧的固定资产价

值均衡分摊到各期产品成本或其他费用中的方法，此法计算

的每期折旧均等。计算公式为：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
限；月折旧额=年折旧额/12。
（2）举例说明。假定 ABC公司一设备原值 100 000元，预

计使用 5年，5年后预计净残值 5 000元。试用年限平均法计
提每期折旧额。

年折旧额=（100 000-5 000）/5=19 000（元）；月折旧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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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000/12=1 583.33（元）。
（3）方法评点。年限平均法是一种常用方法，主要优点是

思路清晰、易学易懂、计算简便，适用于中小企业。主要不足

是，计算折旧的理论依据是使用年限，且假定设备使用前后各

期功能丧失程度均等，产生的经济效益相同。这显然不符合设

备使用的客观规律，因此逐渐被其他方法所替代。

2. 工作量法。工作量法是指根据固定资产提供的实际工
作量计提折旧的方法，运用此法计算的每期折旧额一般不等。

（1）计算公式：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应计折旧的固定资产
值/预计总工作量；某期折旧额=单位工作量折旧额伊该期工
作量。

（2）举例说明。假定 ABC公司一设备原值 100 000元，预
计寿命周期内提供工作量共计 9 500工时，预计净残值 5 000
元。试用工作量法计提当月使用 200工时的折旧费用。

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即工时价值）=（100 000-5 000）/
9 500=10（元/工时）；当月折旧额=10伊200=2 000（元）。
（3）方法评点。工作量法是一种使用较少的折旧方法。此

法的理论依据是，折旧额计提多少完全比照资产使用中的功

能丧失程度。主要优点是折旧计提准确精细，利润计算客观严

谨；不足是计算工作量大。假定企业有成千上万台不同类型设

备，如果都按此法计提折旧，工作量会相当大。这也就使得此

法往往只适用于特殊设备，比如汽车、精密机床、大型计算机

和重型设备等。

3. 双倍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是指以 2倍的直线
法折旧率计提折旧的加速方法。

（1）计算公式：年折旧率=2/预计使用年限；年折旧额=年
初固定资产折余价值伊年折旧率；月折旧额=年折旧额/12。

因为计算中每期都按固定的折旧率与递减的折余价值相

乘，故此计算必是无穷解的过程。根据国际惯例，当按此法计

算的年折旧额小于直线法计算的年折旧额时改用直线法。为

操作方便，一般在折旧到期前两年，将折余价值扣除预计净残

值的差额平均摊销。

（2）举例说明。仍依上例，年折旧额计算见表 1：

注院淤'表示上期折余价值袁盂'表示上期年折旧额袁榆'表
示上期累计折旧额袁下同遥
（3）方法评点。双倍余额递减法的优点在于，设备使用前

期折旧计提多，后期计提少。实例中使用前 3年已计提折旧

78 400元，占应计折旧总额的 82.53%，体现了其能快速回收
长期投资的优势，能给企业带来明显的经营利好并推迟纳税利

得，提高了企业规避投资风险的能力。不足之处有：淤双倍余
额递减，使用两倍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于这种方法在使用寿命
周期内前加速后平均，是一种不彻底的加速方法。

4. 年数总和法。年数总和法是指用固定资产原值减去预
计净残值后的应计折旧价值与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相乘以计

算折旧额的方法，这个分数的分子为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年数，

分母为使用年数顺序数数字之和。

（1）计算公式：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数/预计使用年数
顺序数之和；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伊年折
旧率；月折旧额=年折旧额/12。
（2）举例说明。仍依上例，年折旧额计算见表 2：

（3）方法评点。采用年数总和法的优点在于，设备使用前
期折旧计提多，后期计提少，使用前 3年已计提折旧 76 000
元，占应计折旧总额的 80%，能给企业带来明显的经营利好并
延迟纳税，提高了企业规避投资风险的能力。主要不足在于：

淤年数总和法作为一种匀加速方法，适合低劣化程度匀增、功
能丧失程度也匀增的资产，但匀增变化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固

定资产。于与双倍余额递减法一样，它只适应设备产出效益前
多后少的情况。

三、减速折旧的创新性研究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不管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在折旧理论

认识方面能够统一的认识是，折旧是对资产价值的分摊或转

移。笔者计提折旧的逻辑思路是，资产因使用造成功能丧失，

功能丧失引发价值转移，价值转移必然带来效益产出。因为资

产功能丧失程度是个很难测量的技术指标，在实务中都是根

据效益产出多少间接计算折旧费用，故此资产产出的经济效

益是计提折旧费用的直接依据。根据这一理论观点，直线法是

假定设备产出效益前后均衡，显然一般不符客观实际；加速法

是假定设备产出效益前多后少，这符合一般设备的实际情况。

重视生态，保护生态，“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

大计”。那么会计核算，特别是固定资产折旧核算应如何体现、

如何贯彻这一方针大计呢？笔者的思考是，在生态工程、民生

工程和现代化管理中，针对其产出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的前

少后多的特点，应考虑采用减速折旧法。

减速折旧法提出的理论依据是：固定资产功能丧失程度

表 1 年折旧额计算表（双倍余额递减法） 单位院元
折余价值

淤=淤'-盂'
100 000
60 000
36 000
16 600
16 600

年折旧率

于
40%
40%
40%
50%
50%

年折旧额

盂=淤伊于
40 000
24 000
14 400
8 300
8 300

95 000

累计折旧额

榆=盂+榆'
40 000
64 000
78 400
86 700
95 000
95 000

年序

1
2
3
4
5
合计

表 2 年折旧额计算表（年数总和法） 单位院元
折余价值

淤
95 000
95 000
95 000
95 000
95 000
95 000

年折旧率

于
5/15
4/15
3/15
2/15
1/15
15/15

年折旧额

盂=淤伊于
31 666.67
25 333.33
19 000.00
12 666.67
6 333.33

95 000.00

累计折旧额

榆=盂+榆'
31 666.67
57 000.00
76 000.00
88 666.67
95 000.00
95 000.00

年序

1
2
3
4
5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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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慢后快，经济效益前小后大，从而折旧费用的计提也应前少

后多。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这类工程项目在建设之初投入了大

量资金，然而初期效益很少，随着时间推移效益快速增长并达

到稳定状态。据此笔者考虑折旧计提也应与收益趋同变化，从

而提出前少后多的减速折旧方法。减速折旧法具体包括匀减

法、变速法和扣除法。

1. 匀减法。
（1）一般分析。匀减法即匀速递减折旧法，主要特点是折

旧率每年匀速递增。匀速是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如前所述，

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植树、种草、治沙、增加水面、保护

湿地、节能减排等等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有关人民福祉

的大事。这种工程投资大、见效慢，是个效益匀速增长的过程，

且越来越明显。那么生态工程的固定资产如何计提折旧呢？根

据每年效益匀速增长和成本效益配比原则，笔者认为其折旧

的计提应采取匀减折旧法，即折旧率每年匀速增加。

所谓匀减法是指计提折旧的折旧率是个匀速递增的分

数，分数的分母是设备使用年数的序数之和，分子是使用年数

的正序数，按此比率计算的折旧额是个匀速递增的过程。以林

场为例，建场之初购买土地使用权、平整土地、开沟回填、购进

树苗、浇水治虫、防火护林、日常维护等投入大量资金但没有

效益，随着时间推移苗木慢慢长大，林场开始有了效益，而且

越来越明显。河北省木兰围场的大面积森林就是国内乃至全

球最大的人工培植森林，笔者认为其折旧计提也应比照效益

趋势采取匀减法。

（2）计算公式。年折旧额=应计折旧固定资产价值伊年折
旧率；月折旧额=年折旧额衣12。
（3）举例说明。假定某人工林场 A，建场之初建造宿舍仓

库，购入推土机、开沟机、喷灌机、灭火机、汽车、水泵、打井等

机器设备，资产总价值 945万元（无净残值），预计使用 20年，
设备报废后更换新设备，以持续经营。林木前 15年处于生长
期没有收益，15年后森林枝繁叶茂，开发商在其周边开发居
民区，游客也纷至沓来，经济效益显现。随着森林生态环境越

来越好，经济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呈快速增长趋势，直至稳定

不变。试用匀减法计提 35年中（包括第二期更新设备）的各年
折旧。林场前 15年没有收益，折旧额为 0。自第 16年开始，每
年折旧额计算见表 3。自第 36年起改为直线法（包括对更新
了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4）折旧率图示。这种折旧率变化趋势可以图 1表示。

2. 变速法。
（1）一般分析。公共企业特别是其中的民生工程比较适合

变速折旧法。这类企业一般开始效益很低，以后逐年增长，呈

变速增长而非匀增。所谓变速法是指根据固定资产产出效益

变速增长，计提的折旧费用前少后多却增长速度各年不等的

减速折旧方法。比如一个居民新区在基础建设上都要投入大

量资金，但起初住户少收入低，之后逐年增多直到住满，收益

也相应增加直到饱和，是一个典型的收益由少到多最后达到

稳定状态的过程。根据成本效益配比原则，折旧计提应前少后

多，折旧率应根据入住率变化而变化。

（2）举例说明。假定某市在郊区新开发一居民小区 A，开
发之初提供了比较完善的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生态环境、

公交线路等一系列配套设施，其中水暖电气设施共耗费资金

8 000万元，预计自然寿命 21年（无净残值）。小区一期工程可
容纳居民 8 000户，第一年入住 800户，第二年入住 6 400户，
第三年 800户。假设不考虑房地产价格变化因素，试用变速法
计算各年折旧费用。

首先，把资产的自然寿命期折合为经济使用寿命期。第 1
年住户比例 800/8 000=10%；第 2年住户比例（800+6 400）/
8 000=90%；第 3年住户比例（800+6 400+800）/8 000=100%；
前 3年入住户数占住满户数比（10%+90%+100%）/100%=2。

计算可知，前 3年入住情况相当于全部入住 2年。由此，
小区水电暖等整体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期为 20年（21-3+2）。

再计算前 3年折旧额。折合后的经济寿命期中每年折旧
额为 400万元（8 000/20），因此前 3年折旧额分别为：第 1年：
400伊10%=40（万元）；第 2年：400伊90%=360（万元）；第 3年：
400伊100%=400（万元）；前 3年合计 800万元。

最后计算各年折旧额。自第 4年开始每年按直线法计提
折旧为 400万元，在自然寿命周期 21年内共计提折旧费用
8 000万元（800+400伊18）。

表 3 减速折旧法（匀减法）折旧计算表 单位院元

折旧率

淤
1/（1+2+3+4+
…+20）=1/210
2/（1+2+3+4+
…+20）=2/210
3/（1+2+3+4+
…+20）=3/210
4/（1+2+3+4+
…+20）=4/210

…

19/（1+2+3+4+
…+20）=19/210
20/（1+2+3+4+
…+20）=20/210

210/210

应计折旧固
定资产价值

于
945

945

945

945

…

945

945

945

折旧额

盂=于伊淤
4.5

9.0

13.5

18

…

85.5

90

945

累计
折旧额

榆=榆'+移榆
4.5

13.5

27.0

45.0

…

855

945

945

年序

16

17

18

19

…

34

35

合计

折
旧
率

寿命周期渊年冤
图 1 匀减法折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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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前 3年折旧率随着入住比例增加而增加，是一

个变速过程，之后按直线法计提折旧。

（3）折旧率图示。这种折旧率变化趋势可用图 2表示：

用变速折旧法计算的折旧额先少后多，折旧费用与居民

入住比例相同，这样就较好地遵循了成本效益配比原则，计提

的费用也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3. 扣除法。
（1）一般分析。扣除法是指从一项混合费用中扣除某些费

用以计算折旧费用的方法，常用于融资租赁中的出租公司。出

租公司资产出租后要进行账务处理，租金收入扣除利息后的

余额一般称为摊销费用。一是如前所述，折旧的实质是价值摊

销或价值转移；二是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固定资产，尽管在实

质上所有权不属于出租公司，实际上租期结束后承租公司是

续租、停租还是购买，主动权并不在出租公司，有可能停租退

回，资产重归出租公司所有；三是不管理解为摊销还是折旧，

对计算出租公司的效益和所得税都构不成任何影响。因此笔

者将此扣除后的净额作为折旧费用处理。

（2）计算公式：年利息收入=当年年初折余价值伊年利率；
年折旧额（摊销费）=年租金收入-年利息收入；年初折余价
值=上年折余价值-上年折旧额。
（3）举例说明。假定出租公司甲与承租公司乙于 2012年

5月 1日签订融资租赁协议并于当日生效。协议规定租赁的
写字楼市价为 6 000万元，租期 5年，按照协议规定乙公司自
2013年起 5年内每年 5月 1日向甲公司支付等额租金 1 500
万元，5年末乙公司有权以 5%的象征性价格购买或退租。试
计算甲公司 5年内每年楼房摊销（即折旧）费用。

分析：由于甲、乙公司签订的是融资租赁合约，5年末乙
有权购买或退租，可知此写字楼名义上属于甲公司实际属于

乙公司。又由于 2012年 5月 1日不需交付租金，故甲公司当
年租金收入、利息收入、折旧额均为 0。2013年 5月 1日收到
租金 1 500万元，其中年利息收入 600万元（6 000伊10%），年
折旧额 900万元（1 500-600），且逐年增加。

计算说明：写字楼协议租金 7 500万元，出租公司甲自
2013年起 5年内每年 5月 1日收到租金 1 500万元，5年合
计7 500万元的租金收入中包括折旧费用 5 494.59万元，利
息收入 2 005.41万元。

计算可知，折旧费用在 5年租期内每年增加，是一种典型

的用扣除法计提折旧的减速折旧法。

具体计算见表 4。

四、不同折旧方法的优劣研究

折旧方法的优劣，主要根据不同方法的理论依据是否严

谨、计算方法是否科学、是否符合管理需要、能否提供客观真

实的财务信息等作为评价标准。上述阐述的直线法、工作量

法、加速折旧法和减速折旧法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只是看哪

种方法更科学、更符合管理需要、更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笔者

认为减速折旧法并不适用一般企业，它只适合生态工程、民生

工程和融资租赁等业务的需要。

若将不同方法的折旧率放在同一张图上表示出来，可直

观形象地比较出不同折旧方法的适用性。不同方法折旧率变

化趋势可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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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写字楼折旧费用计算表（i=10%） 单位院万元
日期

2012.5.1
2013.5.1
2014.5.1
2015.5.1
2016.5.1
2017.5.1
合计

年租金

0
1 500
1 500
1 500
1 500
1 500
7 500

年利息

0
600
510
411

302.1
182.31

2 005.41

年折旧费用

0
900
990

1 089
1 197.9
1 317.69
5 494.59

折余价值

6 000
5 100
4 110
3 021

1 823.1
505.41

0

图 3 不同方法年折旧率

折
旧
率

寿命周期渊年冤

淤

于
榆

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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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淤为年限平均法曰于为工作量法曰盂为加速折旧法渊包
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尧年数总和法冤曰榆为减速折旧法渊包括匀减
法尧变速法尧扣除法冤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