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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实务会涉及很多计算，但在教科书或辅导教材

中，对有关计算的描述往往过于繁杂，不利于提高会计人

员的学习效率与工作效率。在此，笔者对其中的几项总结

了一些简化的计算方法，并对其做以下阐释。

一、合并报表中商誉减值测试的简化计算

商誉的形成在于并购，因吸收合并形成的商誉体现

在个别报表中，因控股并购形成的商誉体现在合并报表

中。但无论是个别报表中的商誉还是合并报表中的商誉，

按规定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这是因

为商誉难以产生独立的现金流量，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

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对于个别报表中商誉的减值测试

较为简单，可将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

面价值的部分首先作为商誉的减值，对超出商誉部分的

减值再按其他资产公允价值的比例在其他资产之间进行

分摊；但对于合并报表中商誉的减值测试，过程则相对

复杂。

根据现行减值准则的规定，在进行该部分商誉减值

测试时，应对包括商誉的资产组（子公司）的账面价值进

行调整，使其包含完全商誉（归属于母公司的部分和归属

于子公司的部分），再对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进行减值

测试，若存在商誉减值，则按相应比例确认归属于母公司

的商誉减值。

例1：甲公司在2014年1月1日以3 200万元的价格收
购了乙公司 80%的股权。在购买日，乙公司可辨认资产的
公允价值为 3 000万元。该年末，甲公司把乙公司作为一
个资产组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年末，该资产组的账面价

值为2 70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2 800万元。
按相关规定的减值测试过程为：①计算甲公司合并

报表中减值测试前的商誉金额为800万元（3 200-3 000×
80%）；②计算完全商誉的金额为 1 000万元（800÷80%）；
③计算包含完全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3 700万元

（2 700+1 000）；④计算资产组的减值为900万元（3 700-
2 800）；⑤判断完全商誉的减值为 900万元（按规定将资
产组的减值首先作为商誉的减值，因完全商誉为1 000万
元，资产组减值为 900万元，所以全部作为商誉减值）；
⑥确认归属于母公司的减值为720万元（900×80%）。这一
测试过程包含六步计算或判断，相对下面的简化测试过

程，可以比较出该方法相对劣势。

简化测试过程为：①计算甲公司合并报表中减值测
试前的商誉金额为 800万元（3 200-3 000×80%）。②直接
判断资产组自身是否减值；若资产组自身已减值（年末资

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在账面价值以下），则说明资产组不再

存在商誉，母公司的商誉应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若资产组

自身未减值，则计算尚存完全商誉。上例中资产组账面价

值为2 70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2 800万元，可收回金额在
账面价值以上，说明资产组自身未减值，且尚存商誉 100
万元（2 800-2 700）。③计算归属于母公司的尚存商誉为
80万元（100×80%）。④确认母公司商誉减值为 720万元
（800-80）。

比较之后不难发现，简化计算方法中计算量大大减

少（不用计算完全商誉和包含完全商誉的账面价值），且

判断方法更易于理解。

二、资产组减值的简化计算

按规定，资产组的减值损失应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

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剩余部分按资产组中其他资产的

账面价值比例进行分摊，但分摊减值后的账面价值不得

低于以下三项中的最高者：①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
置费用的金额（如可确定）；②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如可确定）；③零。这里，可把前两项称为“资产自
身的可收回金额”（某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该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金额”与“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这种规定意味着，单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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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会计实务中的几个简化计算

【摘要】会计实务中会涉及很多计算，但在教科书或辅导教材中，相关计算的描述往往过于繁杂，不利于会计人

员提高工作学习效率。鉴于此，笔者合并报表中的商誉减值、资产组减值、部分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的摊余价值和利

息收益、双倍余额递减法的简化计算进行阐释，以利于会计人员工作效率或学习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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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归入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后，账面价值不得低于零，也

不得低于其自身的可收回金额。其实质为当某单项资产

的自身减值不等于按比例分配的金额时，其减值应按两

者之中的较小者确定。

对该种情况下资产减值的计算，教科书及辅导教材

一律采用了二次分配的办法，从而使本应简化的过程复

杂化了。

例如，A、B、C三项资产构成了一个资产组，账面价值
比例分别为 20%、30%和 50%，确定的资产组减值损失为
100万元，按比例分配的减值损失分别为 20万元、30万元
和 50万元。若A资产自身的可收回金额只低于其账面价
值12万元，则A资产应按12万元计提减值准备，而不是按
比例分配的 20万元确定。当前广泛采用的二次分配方法
中，第一次分配时A资产分配减值为12万元，B资产分配
减值为 30万元（100×30%），C资产分配减值为 50万元
（100×50%），对剩余的减值损失 8万元再在B资产与C资
产之间按账面价值比例进行二次分配，B资产分配减值
3万元，C资产分配减值 5万元。两次分配汇总后，A资产
减值为 12万元，B资产减值为 33万元，C资产减值为 55
万元。

笔者认为这种减值分配过程可一次完成，不需要进

行二次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确定资产组中自身可收回金

额能确定的单项资产，将其自身减值与其按比例分配的

减值进行比较，以金额较小者作为该单项资产的减值，然

后将剩余减值在其他资产中按账面价值进行分配。

仍以该事项为例，资产组减值的分配过程为：首先确

定A资产的减值为 12万元（自身减值 12万元低于按比例
分来的 20万元），然后将剩余的 88万元（100-12）资产
减值损失在B资产与C资产之间进行分配，按账面价值确
定的分配比例分别为 37.5%和 62.5%，由此计算出 B资
产应分配减值损失 33万元，C资产应分配减值损失 55
万元。

将两种方法比较后可以看出，一次分配完成的计算

工作量远远小于二次分配的工作量。

三、部分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摊余价值和利息收益

的简化计算

按现行准则的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等金融资

产以及应付债券、应付融资租赁款等负债应按实际利率

法计算利息，期末价值应按摊余成本进行计量。按照该规

定，每期的利息等于该资产或负债的“期初摊余成本”乘

以“实际利率”，摊余成本为该资产或负债确认利息收入

或利息费用并对初始成本进行摊销后的账面价值。因为

这些资产或负债的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往往不同，造成

相关的计算工作量大且较为麻烦。

相关会计教材及辅导用书中，对实际利率法的应用

一般采用列表法，分年度按顺序依次计算出每年的利息

费用（或投资收益）与摊余成本，若以前年度的利息费用

（或投资收益）及摊余成本没有计算，以后年度的则无法

计算。根据计算过程的规律，同样可以推导出一个通用的

算式，在不利用以前年度计算数据的情况下直接计算某

年的利息费用和摊余成本。现以分期付息的债券投资为

例，来说明这一推导过程。

设债券面值为M，购买价格为P（包含相关费用，即投
资成本），票面利率为 I，实际利率为 i，每年应收利息为A
（A=M×I，分期付息债券），期限为n，则第ｍ年利息与摊余
成本的通用算式推导过程如表1所示。

上表中，（F/P，i，m-1）为复利终值系数，（F/A，i，m-
1）为年金终值系数，这些计算利用了财务管理中资金时
间价值的相关计算，有关系数值可轻易查表取得或利用

电子表格软件Excel中的财务函数取得。由表1可知，第m
期的期初摊余成本为“P×（F/P，i，m-1）-A×（F/A，i，m-
1）”，即为第m-1期的期末摊余成本。可以看出，某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在某期末的摊余成本为其本金（投资成本、

发行价、租金现值等概念）在该期末的复利终值与年金

（利息或租金等概念）终值的差。由该特例可以推断，无论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是否等额收付利息或租金，某期末

的摊余成本均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投资成本

（或发行价等概念）的复利终值与利息（或租金等概念）的

年份

1

2

3

4

…

m

期初摊余成本

该期期初摊余成本=上
期期末摊余成本=上期
期初摊余成本+上期利
息收益-上期应收利息

P

P+P×i-A
=P（1+i）-A

P（1+i）-A+［P（1+i）-
A］×i-A
=P×（1+ i）2-A×［（1+
i）+1］

P×（1+i）2-A×［（1+i）+
1］+ P×（1 + i）2× i- A×
［（1+i）+1］×-A
=P×（1+i）3-A×［（1+i）2

+（1+i）+1］
=P×（F/P，i，3）-A×（F/
A，i，3）

…

P×（F/P，i，m- 1）- A×
（F/A，i，m-1）

利息收益

利息收益=该期
期初摊余成本×
实际利率

P×i

［P（1+i）-A］×i

｛P×（1+i）2-A×
［（1+i）+1］｝×i

｛P×（1+i）3-A×
［（1+i）2+（1+i）+
1］｝×i
=｛P ×（F/P，i，
3）- A ×（F/A，i，
3）｝×i

…

［P ×（F/P，i，m-
1）- A ×（F/A，i，
m-1）］×i

应收利息

应收利息
=面值×票
面利率

A

A

A

A

A

A

表 1 利息与摊余成本通用算式推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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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值之差。通过这样的算式，可轻易计算某项金融资产或

负债在某年初或年末的摊余成本及当年利息收入或利息

费用，不需要利用以前期间的计算数据。需要特别注意的

是，在计算最后一年数据时，应采用倒挤的办法进行，这

一点与现行的对实际利率法下逐年计算办法中最后一年

数据的计算方法相同。

例 2：20×9年 1月 1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1 000 000元
（含交易费用）从上海证券交易所购入A公司同日发行的
5年期公司债券 12 500份，债券票面价值为 1 250 000元，
票面年利率为 4.72%，于年末支付本年度债券利息（即每
年利息为 59 000元），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合
同约定：A公司在遇到特定情况时可以将债券赎回，且不
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款项。甲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

预计A公司不会提前赎回。甲公司有意图也有能力将该债
券持有至到期，因此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选自

2014年中级会计资格考试《中级会计实务》教材）。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等因素，计算该债券的

实际利率 i：
59 000×（1+i）-1+59 000×（1+i）-2+59 000×（1+i）-3

+59 000×（1+i）-4+59 000×（1+i）-5=1 000 000（元）
采用插值法，计算得出 i=10%。
利用上述简化计算方法计算得出：

20×9年 12月31日利息收益=［P×（F/P，i，m-1）-A×
（F/A，i，m-1）］×i=1 000 000×10%=100 000（元）

2×10年 12月31日利息收益=［P×（F/P，i，m-1）-A×
（F/A，i，m-1）］× i=［1 000 000×（F/P，10%，1）-59 000×
（F/A，10%，1）］×10%=1 041 000×10%=104 100（元）

2× 11 年 12 月 31日利息收益=1 086 100× 10% =
108 610（元）

2× 12 年 12 月 31日利息收益=1 135 710× 10% =
113 571（元）

2×13年 12月 31日利息收益=1 250 000+59 000-
1 190 281=118 719（元）

20×9年1月1日摊余成本为1 000 000元。
20×9年 12月 31日摊余成本=P×（F/P，i，m-1）-A×

（F/A，i，m-1）=1 000 000×（F/P，10%，1）-59 000×（F/A，
10%，1）=1 000 000×1.100 0-59 000×1=1 041 000（元）

2×10年 12月 31日摊余成本=1 000 000×（F/P，10%，
2）-59 000×（F/A，10%，2）=1 000 000×1.21-59 000×2.1=
1 086 100（元）

2×11年 12月 31日摊余成本=1 000 000×（F/P，10%，
3）-59 000×（F/A，10%，3）=1 000 000×1.331-59 000×
3.31=1 135 710（元）

2×12年 12月 31日摊余成本=1 000 000×（F/P，10%，
4）-59 000×（F/A，10%，4）=1 000 000×1.464 1-59 000×
4.641=119 0281（元）

2×13年12月31日摊余成本为1 250 000元。
由此可以看到，除了最后一年，其余每年末摊余成本

的计算只需直接代入m期的计算公式即可，其结果不受
上期结果的影响，不像教材中讲授的那样每年摊余成本

的计算要受上期计算结果的影响，如果一步算错就会步

步出错。

四、双倍余额递减法的简化计算

双倍余额递减法是一种加速折旧法，适用于更新换

代较快的资产或其他适用加速折旧的资产。在不考虑固

定资产减值的情况下，某年固定资产的折旧额为该年年

初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乘以固定资产的年折旧率（2/折
旧年限），只在最后两年时改为直线法进行折旧。按照这

种规定，每年计算固定资产折旧时都要用到以前年度的

折旧额，否则无法计算该年年初的账面价值，也就无法计

算当年的折旧额。但若对该方法的计算过程进行推导不

难发现其中的计算规律，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个算式，在每

年计算时直接套用该算式即可完成当年折旧的计算（最

后两年仍使用规定的直线法计算），而不用再去翻查以前

年度的折旧数据。

现设固定资产的原值为A，折旧年限为 n，第m年的
折旧额算式推导过程如表2所示。

式中，m为第 1年至第 n-2年中的任意一年，只要有
需要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的固定资产，均可采用该算式

直接完成当年折旧额的计算。当然，式中的（1-2/n）m-1部

分若用手工计算还是会相对麻烦，对使用计算器或电脑

中的计算软件，则会非常容易。

总体而言，这种直接套用算式计算的工作量还是比

逐年计算的工作量相对减少很多，因计算过程清晰明了，

在此不再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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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

2

3

…

m

年初账面价值

A

A－A×2/n=A（1-2/n）

A（1－2/n）-A（1－2/n）×2/n
=A（1－2/n）2

…

A（1－2/n）m-1

当年折旧

A×2/n

A（1－2/n）×2/n

A（1－2/n）2×2/n

…

A（1－2/n）m-1×2/n

表 2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额通用算式推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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