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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固定资产一次性

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

彭新媛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会计系，山东潍坊 261011）

【摘要】本文依据国务院常务会议最新部署完善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结合工作实际，就目前固定资产一

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通过案例进行解析，以期为相关纳税人的会计实务操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固定资产；折旧新政；成本费用

2014年 9月 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会议明

确，对所有行业企业2014年1月1日后新购进用于研发的
仪器、设备，单位价值不超过1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
当期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对所有行业企业持有的单位

价值不超过5 000元的固定资产，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
本费用在税前扣除。

本文结合折旧新政，借助案例，对固定资产一次性计

入当期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探讨。

一、案例引入

2014年9月，山东雨润食品有限公司接到主管税务机
关通知，对2014年1月 1日后新购进用于研发的仪器、设
备，单位价值不超过 100万元的以及持有的单位价值不
超过 5 000元的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经核查，
2014年 1 ~ 8月期间，雨润公司购置用于研发新产品的数
控设备 1台，原值为 600 000元，已提折旧 100 000元；购
置单位价值 4 500元的电子设备 20台，固定资产原值合
计为 90 000元，其中，食品净化等生产车间领用 15台，已
计提累计折旧 15 000元，管理部门领用 5台，已计提累计
折旧5 000元。2014年 9月，为研发新工艺，雨润公司又购
入机械设备 1台，价款 850 000元，进项税金 144 500元，
以银行存款支付。由于会计准则缺乏明确规定，公司财务

人员宋某在进行会计核算时不禁产生疑问：对于固定资

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的情况，企业应当如何进行会计

处理？

二、案例分析

由于《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对固定资

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缺乏明确规定，因此，

实务操作中，企业有两种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可以选择：

方法一，将固定资产的购置费等相关费用直接记入“制造

费用”、“管理费用”、“研发支出”等成本费用科目，不再进

行“固定资产”会计科目的核算；方法二，先将购入固定资

产的相关费用统一按照“固定资产”科目进行会计核算，

再将固定资产原值全额作为当期固定资产折旧，借记“制

造费用”、“管理费用”、“研发支出”等成本费用科目，贷记

“累计折旧”科目。

下面，分别运用上述两种方法对所引入案例的会计

处理进行解析。

方法一：将购入固定资产的相关费用直接计入成本

费用科目。

1. 折旧新政出台后，雨润食品有限公司应将前期购
置的数控设备和电子设备用备查登记簿单独记载保管，

并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500 000
累计折旧 100 000
贷：固定资产——数控设备 600 000

借：制造费用 52 500（4 500×15-15 000）
管理费用 17 500（4 500×5-5 000）
累计折旧 20 000
贷：固定资产——电子设备 90 000

2．雨润食品有限公司对 9月份新购置的用于研发的
机械设备，应当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8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44 500
贷：银行存款 994 500

方法二：将固定资产原值全额作为当期固定资产折

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

1. 雨润食品有限公司应将前期购置的数控设备和电
子设备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500 000（600 000-100 000）
贷：累计折旧 5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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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制造费用 52 500（4 500×15-15 000）
管理费用 17 500（4 500×5-5 000）
贷：累计折旧 70 000（90 000-15 000-5 000）

2. 雨润食品有限公司对 9月份新购置的用于研发的
机械设备，应当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固定资产——机械设备 850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44 500
贷：银行存款 994 500

借：研发支出——费用化支出 850 000
贷：累计折旧 850 000

假设两年后该公司将用于研发的机械设备出售，含

税价格为468 000元，应当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468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68 000
营业外收入 400 000

三、案例点评

通过以上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对比可见，第一种方

法比较简便且能直接体现折旧新政的优惠，但违背了会

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可比性原则，也不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的规定；而第二种方法虽然在
会计处理上略为复杂，但更能完整地反映该项经济业务

活动，更便于固定资产管理及后续资产的处置。因此，折

旧新政出台后，针对固定资产一次性计入成本费用的会

计处理，笔者建议企业采用第二种方法。

主要参考文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75号，2014-10-20.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陈兆江，李若纯.固定资产会计处理若干问题浅析［J］.

财会月刊，2015（1）.
葛柳燕.利用Excel测算固定资产折旧新方法［J］.财会

月刊，2013（3）.
【基金项目】 2014年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计划项目“山东省‘营改增’试点税负变动效应与纳税筹

划方略研究”（项目编号：J14WG94）

审计，请让“黑天鹅”走开

李克亮

（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

【摘要】最近几年，资本市场上会计造假此起彼伏，“黑天鹅”群飞。乱象的背后隐含着接二连三的审计失败。独

立审计为什么失败？业内外人士多从违法成本、公司治理、盈利模式等客观因素进行了探讨。笔者则从独立审计本

身出发，对独立审计操作层面存在的主观痼疾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以帮助审计师切实做好公众利益的“守夜人”。

【关键词】审计失败；审计师；会计造假；黑天鹅

2014年 10月 30日晚间，上市公司獐子岛发布公告
称，因北黄海遭到几十年一遇异常的冷水团，公司在2011
年和部分 2012年播撒的100多万亩即将进入收获期的虾
夷扇贝绝收。受此影响，獐子岛前三季业绩“大变脸”，由

预报盈利变为亏损约 8亿元，全年预计大幅亏损。此公告
一出，资本市场一片哗然：“黑天鹅”又来了！

曾几何时，人们对会计造假炮制的“黑天鹅”千夫所

指、大加挞伐，呼吁要痛下针砭、坚决根治，但在资本市场

的朗朗乾坤，“黑天鹅”时不时就破空而出，给投资者留下

巨大的损失和伤痛。投资者一片哀叹之后只能无助地防

着下一只“黑天鹅”的出现。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审

计师作为公众利益的“守夜人”和不吃皇粮的“经济警

察”，你尽职了吗？你起到应有的作用了吗？审计失败的原

因很多，诸如准则缺陷论、道德沦丧论、监管缺位论、违法

成本论等不下十余种，但这都是拿来为自己辩解的客观

原因，如果站在自身的视角，抛去“高大上”的理由，从操

作的层面对审计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我们将会发现独

立审计存在诸多本不应存在的问题。

一、轻视存货的监盘

存货的监盘，是存货审计程序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

节，对于证明存货的真实性、完整性、公允性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审计实践中对这一环节相当忽视。很多审计师

认为：监盘就是走个过场，跟着企业的人随便看一看，点

个数。在做审计计划时，给监盘分配很少的时间，配备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