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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解读

2014年 10月 20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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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的适
用条件和范围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1. 所有行业企业 2014年 1月 1日后购进用于研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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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00 万元的，可按 60%的
比例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余额递减法等方法加速

折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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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企业，2014年1月1日后购进的固定
资产，允许按规定年限的 60%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双倍
余额递减法等方法加速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总结详见图1：

二、折旧新政对企业及社会经济的影响

新政对企业及社会经济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笔者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 新政会影响所得税的缴纳，企业获得了相应的货
币时间价值。假定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价值为A，企业所
得税率为T，若A≤5 000元，因为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
本费用在税前扣除，与新政前政策相比，在收入、其他成

本费用等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少缴纳所得税A×T；若
A>5 000元，且符合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的条件，不管
企业在进行纳税申报时选择缩短折旧年限还是加速折旧

法的哪一种，与以前的政策相比，新政会使得该固定资产

在有效寿命的前期计提的折旧多，而后期计提的折旧少。

又由于折旧的抵税作用，会有效地降低固定资产使用前

期的税前利润，从而减少一定数额的所得税。

虽然在固定资产使用的后期，折旧的数额在逐年减

少，甚至为 0（仅采用缩短折旧年限的 60%情况下会出
现），企业的税前利润会明显加大，但是纳税延迟的效果

已经显现，企业自然而然地享受到了由于各期所得税的

延迟缴纳而带来的货币时间价值，这笔钱积少成多，不可

小觑。

2. 新政会大大增加企业资产购置前期的现金流，减
缓企业的资金压力。固定资产折旧是企业固定成本中非

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几乎占到了企业固定成本的一半甚

至更大的比例，当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缩短60%或采用加速
折旧法计提折旧时，无论哪一种方法都会使税前实际扣

除的折旧费用前期多后期少。假设企业的营业收入为R，
付现成本为C，折旧为D，企业所得税率仍然为T，营业现
金净流量为NCF，则NCF=R×（1-T）-C×（1-T）+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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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首先分析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对企业税前利润、所得税及现金流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通过具体的案例分别解析了在三种不同的加速折旧政策下应如何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决策，以此提醒众多的中小企

业：在国家重大税收利好政策下，企业应时刻保持冷静，进行固定资产的更新决策时应慎重分析、严密计算，切勿盲

目跟风，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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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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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营业现金净流量的计算公式不难看出：由于折旧

的抵税作用，不仅企业前期缴税的压力会减轻，而且企业

前期的现金流量也会随之增加，这对于资金处于紧张状

态的中小微企业来说，真可谓是“久旱逢甘霖”。

3. 新政会促进企业研发设备的更新换代，促进新技
术的研发，产品的升级换代。中国正从“制造业大国”向

“制造业强国”迈进，要想真正实现“制造业强国”的“中国

梦”，企业必须掌握本行业核心技术、先进技术，不断研发

新产品。纵观经济发达的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无一例

外都非常重视新技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在日本

室外玻璃是不用擦的，因为玻璃上都涂有一层化学涂料，

只要天空下雨，就会自动的通过雨水的冲刷将玻璃擦干

净。而我们要赶超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需要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的设备。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新政，为企业的固定资产的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力的政策

支持，而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的后

期效果必将逐步显现。

三、新政下固定资产更新决策例解

面对重大政策利好，企业难免会为了最大限度地享

受政策优惠，一时冲动、盲目跟风、不计成本地更换旧设

备，购买新设备。笔者试图以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以供

实务工作者参考决策。

例：某公司现有研发设备是6年前购买，截至 2013年
底，预计还可使用 4年，该设备原值100万元，预计报废时
无残值，企业所得税率25%，该设备每年可获付现收入 40
万元，每年付现成本 20万元。若 2014年 1月1日报废旧设
备，需购进另一台同功能的研发设备，由于物价上涨的

原因，预计购买价格 120万元，设备预计使用年限 10年。
新设备预计每年可获收入 45万元，每年付现成本 18万
元，无残值，假定折现率为10%。
《财会月刊》2015年第 7期刊登了方飞虎老师的文章

《不同折旧方法下固定产折旧的税前扣除》，方老师经过

严密的计算得出结论：在新政下，选择按 60%比例缩短折
旧年限的税收优惠对企业最划算，获得的资金时间价值

最大，而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获得的资金时间价值最小，

也就是说企业选择不同的折旧新政，其所获得的资金时

间价值是不同的。所以笔者分别选取了使年均净现值最

大的缩短折旧年限法和使年均净现值最小的双倍余额递

减法，以及使年均净现值居中的年数总和法来分别讨论

分析。

NPV旧=-400 000+175 000×（P/A，10%，4）=-400 000+
175 000×3.17=154 750（元）
旧设备至 2014年 1月 1日变现价值=1 000 000-

1 000 000
10 ×6=400 000（元）

每年营业现金净流量=400 000×（1-25%）-200 000×

（1-25%）+100 000×25%=175 000（元）

=48 817（元）

1. 新设备采用直线法，缩短60%年限计提折旧。
每年折旧额如下：

前 6年每年：1 200 000/6=200 000（元），后 4年每年
0元。
前 6年各年现金流量=450 000×（1-25%）-180 000×

（1-25%）+200 000×25%=252 500（元）
后 4年各年现金流量=450 000×（1-25%）-180 000×

（1-25%）=202 500（元）
NPV新=252 500×（P/A，10%，6）+202 500×（P/A，10%，

10）-202 500×（P/A，10%，6）-1 200 000=252 500×4.355+
202 500×（6.145-4.355）-1 200 000=262 112.5（元）

=42 654.6（元）

ANPV新小于ANPV旧，所以更新设备是不划算的。

2. 新设备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由于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各期折旧额及营业

现金流量较复杂，笔者推荐采用Excel辅助计算。在Excel
软件中建立模型如图2所示：

在B2 ~ B11单元格分别录入公式：
“=DDB（1 200 000,0,10,1）”、“=DDB（1 200 000,0,10,

2）”、“=DDB（1 200 000,0,10,3）”“=DDB（1 200 000,0,10,
4）”、“=DDB（1 200 000,0,10,5）”、“ =DDB（1 200 000,0,
10,6）”、“=DDB（1 200 000,0,10,7）”、“=DDB（1 200 000,
0,10,8）”、“ =（1 200 000-SUM（B2:B9））/2”、“ =B10”

在C2单元格中输入数值“450 000”，在D2单元格中
输入180 000，在E2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2×0.75-$D
$2×0.75+B2×0.25”，将光标移至E2单元格右下角，待变成
十字光标时，向下拖拽至单元格到E11，完成公式的复制。
E11 ~ E13单元格分别输入公式：
“=NPV（0.1,E2:E11）-1 200 000”、“=-PMT（0.1,10,

E12）”。公式录入完毕之后，计算结果详见下页图3。

ANPV旧=
NPV旧

（P/A,10%,4%）
= 154 750

3.17

ANPV新=
NPV新

（P/A,10%,10）
= 262 112.5

6.145

图 2 设备更新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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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PV新小于ANPV旧，所以更新设备还是不划算。

3. 新设备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
首先在Excel软件中建立如上图 2的基本模型，然后

设计各期折旧的计算公式，具体操作步骤是：在“插入”菜

单中选中“函数”选项，打开“插入函数”对话框，在选择类

别下拉菜单选择“财务”，即财务函数，在下面的选项中再

选择 SYD函数，如下图 4所示，打开 SYD函数，其语法格
式为：SYD（cost，salvage，life，per）。

按照公式要求依次录入各期所需的参数数据。注意

“per”一栏依次录入 1，2，…10，点击确定后即可得到
B2 ~ B11单元格公式：
“=SYD（1 200 000,0,10,1）”、“ =SYD（1 200 000,0,10,

2）”、“ =SYD（1 200 000,0,10,3）”、“=SYD（1 200 000,0,10,
4）”、“=SYD（1 200 000,0,10,5）”、“=SYD（1 200 000,0,10,
6）”、“=SYD（1 200 000,0,10,7）”、“=SYD（1 200 000,0,10,
8）”、“ =SYD（1 200 000,0,10,9）”、“ =SYD（1 200 000,0,
10,10）”，在C2单元格中输入数值“450 000”，在D2单元

格中输入 180 000，在 E2单元格中输入公式：“=$C$2×
0.75-$D$2×0.75+B2×0.25”，将光标移至E2单元格右下
角，待变成十字光标时，向下拖拽至单元格到E11，完成公
式的复制。E12 ~ E13单元格分别输入公式：
“=NPV（0.1,E2:E11）-1 200 000”、“=-PMT（0.1,10,

E12）”。
公式录入完毕之后，计算结果如图5所示：

ANPV新小于ANPV旧，所以更新设备还是不划算。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加速折旧新政的计算是建

立在一定的数据假定基础上的，企业实际运用时应根据

市场调研的实际数据或测算数据进行调整，更新决策的

基本思路和方法可参照本文进行。

四、启示

从前面的计算可以看出：按60%比例缩短折旧年限更
新决策的净现值最大，为262 112.5元，采用年数总和法计
提折旧更新决策的净现值居中，为 254 571.18元，采用双
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更新决策的净现值最小，为

248 996.73元，企业应充分利用加速折旧政策，以实现减
税效果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项政策。

固定资产的更新决策是企业重大投资决策之一，其

投资期限长、投资成本高，企业面对重大政策利好，应持

有正确的态度，一方面积极应对，利用好政策的杠杆效

应；另一方面对于更新是否划算的问题，只有经过严密的

分析测算才能确定，切不可盲目跟风，以旧换新，从而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和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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