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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形资产会计准则与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简介

2007年 1月 1日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冥冥
无形资产》，是在 2001年无形资产准则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
会计准则第 38号———无形资产》制定的。现行无形资产会计

准则包括无形资产的确认、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无形资产

的后续计量、无形资产的处置和报废、无形资产的披露等五个

部分，对规范无形资产的确认、计量与信息披露具有重要作

用。现行会计准则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入贯彻与国际会计

准则趋同的原则，对原会计准则做出了变革性的修订，这次修

订可以说基本涵盖了近几年国内会计理论界比较成熟的研究

成果。

2008年实施的《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与 2001年
财政部发布的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相比有了明显的改进，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淤概念更准确。主要表现在对无形资
产概念的解释和对无形资产评估概念的解释上。于要求更具
体。这可从新旧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各自对基本要求、操作要求

的明确上来看。盂内容更丰富。现行无形资产评估准则与
2001年无形资产评估准则相比增加了近一半的内容。
二、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中有关无形资产的规定比较

1. 关于无形资产定义的比较。到目前为止，尚无统一的
无形资产的概念或定义。人们通常站在不同的角度定义无形

资产。我国著名会计学家杨汝梅先生在 1926年完成的《无形
资产论》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是：吾人得一原则，谓无形资产

价值乃属一特定企业所具额外收益能力之表示。《企业会计准

则第 6号———无形资产》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无形资产是指企

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随

后又对定义中的可辨认性的判断给出了标准：淤能够从企业
中分离或者划分出来，并能单独或者与相关合同、资产或负债

一起，用于出售、转移、授予许可、租赁或者交换；于源自合同
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无论这些权利是否可以从企业或其

他权利和义务中转移或者分离。符合以上条件之一的资产即

符合可辨认性标准。

2001年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对无形资产的解释为：特定主

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且能

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现行无形资产评估准则所称无形资产，

是指特定主体所拥有或者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能持续发

挥作用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现行无形资产评估准则所

明确的无形资产概念更清晰准确。如现行无形资产评估准则

所指的无形资产，是指“特定主体所拥有或者控制的”，而旧无

形资产评估准则所指的无形资产，单指“特定主体所控制的”；

再如现行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将旧无形资产评估准则关于无形

资产概念中所讲的“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改为“能持续

发挥作用”，这一改变既简洁又准确。

各个学科对无形资产的定义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会计准

则强调了无形资产的会计属性，如非货币性、可辨认性、非实

物形态。而资产评估准则强调无形资产的“排他性”和“权益

性”，它更注重反映无形资产的本质。无形资产作为资产的一

种细分，具有资产的本质特征，即是可以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

利益的一种资源，这就反映了无形资产的权益性。无形资产的

另一本质属性是独占性。无形资产实质上是企业耗费的回报，

因此企业对其拥有独占权，这种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企业能

够独自享有无形资产带来的各种利益。这种权利或者优势的

垄断性越高，企业的获利能力就越强。

关于无形资产的定义，尽管两个学科的表述有所不同，但

对无形资产的实质认识已经趋于一致。

2.关于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比较。为了解两个学科在无
形资产确认条件上的异同，我们首先分析不同学科对资产的

定义。会计中的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

有或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会计中

的资产主要指的是企业中的资产。资产评估中的资产接近于

经济学中的资产，是指特定经济主体拥有或控制的，具有内在

经济价值的实物和无形的权利。资产评估中的资产含义要宽

于会计中的资产界定。下面，我们分析两个学科中无形资产的

具体确认条件。

资产评估中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即对评估对象的确认。就

无形资产本身而言，无形资产不存在物质实体，所以对无形资

会计和资产评估准则中

有关无形资产的规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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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有关无形资产的新规定作了简单的介绍，并从无形资产的定义、确认条件和

范围三个方面对会计准则和资产评估准则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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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益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无形资产权益的界定相对

于有形资产来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首先，有形资产是有实

物形态的，无形资产是非实物形态的，所以蕴含在无形资产中

的权益也就不好把握。其次，无形资产权益的存在形式是多

样的。对于无形资产，评估人员可以通过评估对象的产权证

明材料、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或企业的授权、购置合同、协议和

相关凭证等核实界定其产权及其权益。除了考虑无形资产权

益界定这一问题，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一些确认条件，包括无

形资产的评估目的、无形资产发挥作用的载体及对象的状况。

例如，某科研机构甲拥有从高原盐湖水中提取贵金属的技术，

企业乙拥有我国最大的高原盐湖水资源，企业丙拥有我国最

小的高原盐湖水资源。乙企业和丙企业都想利用科研机构甲

的专有技术，欲通过协商使研究机构甲同意与自己合资合作，

现在涉及对研究机构专有技术的评估问题。从表面上看，评估

对象是从高原盐湖水中提取贵金属技术。但是，实际上，同一

技术对两个企业来讲，其评估价值和合资入股价值并不相同。

这时的评估对象是该专有技术和不同规模的高原盐湖水资源

的结合体。

会计准则明确指出，无形资产在满足以下两个条件时，

企业才能加以确认：第一，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第二，该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与资产相关的经

济利益只有能流入企业，企业才有将其确认为资产的意义，

否则就是费用。这种利益的流入，应是企业所能控制的，也就

是说企业要么拥有无形资产的法定所有权，要么使这种权利

通过协议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样，取得该无形资产的成本只有

能可靠地计量时，才能计算出无形资产的净收益或净亏损，为

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成本收益信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形资产在资产评估中的确认

更加注重本身是否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要与具体的评估事项

相结合来判断评估对象。在具体评估无形资产时，不能仅仅满

足于无形资产的一般判断，还必须深入地核查落实评估对象，

明确评估对象的自身状况。确认无形资产必须从它的效益性、

排他性以及具体功能性鉴定入手。而会计中的无形资产强调

要为企业服务，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并且无形资产本身可

以在会计资料上反映出来，成本能够可靠计量。简而言之，无

形资产在会计中的确认是狭义的，而在资产评估中的确认是

广义的。

3. 关于无形资产范围的比较。根据 2006 年 2 月 15 日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界定，不可辨认资产被排除

在外。也即把“可辨认”作为无形资产确认的必要条件。无形资

产主要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

特许权等。一般传统理论认为无形资产按其可辨认性分为可

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前者如专利权、土地使用

权等，后者如商誉。但是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定义，商誉不属

于该准则定义的无形资产的范畴。因为商誉既无法与企业自

身分离或者划分出来用于交换又非源自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

定权利，所以不符合定义中可辨认性的标准，故不属于无形资

产。在此定义下，知识、智力、人力等为企业创造价值和实现价

值的生产要素中的一部分，便因为不完全符合资产的某一特

征而被拒之于无形资产的范围之外。如研究开发成本，因为能

否为企业带来未来收益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在我国不允许被

资本化；人力资源也未能列入会计资产核算的范围。

现行无形资产评估准则规定资产评估师执行无形资产评

估业务，应当根据具体经济行为来判断评估对象的范围，可区

分可辨认无形资产和不可辨认无形资产以及单项无形资产和

无形资产组合。可辨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

专有技术、销售网络、客户关系、特许经营权、合同权益等；不

可辨认无形资产是指商誉。在资产评估实践中，像租赁权、

金融关系等经常被作为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为了满足经济管

理的现实需要，“资产”的概念应该向“资源”扩展，甚至可以

用“资源”一词代替有关“资产”的表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

摆脱原有资产概念的束缚，将新生的知识资本纳入无形资产

范畴。

通过比较分析，资产评估中无形资产的评估范围要大于

会计准则中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所以，资产评估师在进行具

体的业务评估时，不能只局限于企业会计资料中所反映的无

形资产，还应考虑会计资料以外的能够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无

形资产，这就更需要资产评估人员深刻理解无形资产的内涵，

合理把握无形资产的外延，这样才既不会漏评无形资产，也不

会人为创造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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