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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弃置费用是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中引入的一个新概念，现行会计准则对其进行了原则性

的阐述。煤矿企业的固定资产有其特殊性，而现行会计准则在操作层面上指导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规范煤矿企业

的会计处理。本文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结合具体实践，提出煤矿企业固定资产弃置费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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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企业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会计处理的改进

《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要求企业在确定固

定资产成本时，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并依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按照现值计算确定计入固

定资产成本的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

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通常是指企业依法承担的环境保护

和生态恢复等义务所确定的支出。确认固定资产的初始成本

时，以矿区为基础，企业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

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

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并将其作为企业的一项预计

负债。

与其他行业的企业相比，煤矿企业通过地下作业开采资

源需要使用的机械设备种类、数量较多，更新频繁。这些生产

设备终止运行后不仅破坏和污染了环境，还使企业负担一定

的弃置费用，使企业在购置固定资产时要预计这笔未来现金

净流出量，符合预计负债条件的确认为预计负债，并相应增加

设备的账面价值。

收，公允价值计量的应用可以起到对税收计量的有益补充。并

且，随着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税法与会计规定差异的拉大，

税收计量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可以有助于两者的协调。

2. 保证公允价值取得的可靠性。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

属性，要想为税法所进一步采用，首先要保证的是公允价值的

取得具有可靠性。税收在使用会计计量技术时往往要考虑这

种计量属性所计量的数据能否同时具备客观性和可靠性，毕

竟在涉税诉讼中这样的数据能够作为强有力的证据。为防止

企业滥用公允价值进行盈余操纵，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应

用也有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限制条件的存在使得公允价值

的应用已具备一定的可靠性。

3. 确保公允价值计量的可操作性。目前，我国的税务与

会计虽然呈现分离态势，但税务仍依托于财务会计，许多企业

都没有设立专门的税务会计岗位，这就需要财务人员平时按

照会计准则组织核算，纳税申报时再根据税法的要求对两者

不一致的地方进行纳税调整。财务人员不仅是会计准则的直

接应用者，更是税法的遵循者。加之，我国财务人员的整体素

质不高，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有待提高，确保公允价值计量的可

操作性是确保公允价值在税收中应用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4. 有选择性地应用公允价值，逐步扩大应用范围。基于

目前的市场环境，公允价值的可靠性相对较弱，税收应当有选

择性地应用公允价值，逐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对于难以用历史

成本确认和计量的资产，税收中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存在

比较成熟的交易市场的资产计量，如有价证券、汽车、房地产

等，公允价值易取得且可靠性有保障，税收计量中也应当采

用；对于必须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些经济业务，如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需要通过相关资产定价模型才能取得，在保证参

数合理取得的情况下，可以试着应用。并在今后有意识、逐渐

地将应用范围进行扩展，可以考虑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利率

基本能够可靠确定的会计要素的计量，如期限较长的赊销收

入及一些长期负债等。

5. 动态评估公允价值应用对税收造成的影响。税收中应

用公允价值固然可以缩小与会计规定的差异，但是另一方面，

公允价值的应用，必将改变税收的计量基础，直接影响国家短

期的税收收入。因而，在应用公允价值时，要事先估算可能对

国家税收收入造成的影响，要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稳定性，防

止税收收入的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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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煤矿企业处理固定资产弃置费用的做法及存在

的问题

煤矿企业购置、安装固定资产，在其取得或建造安装完成

时，就要提供预计的未来弃置费用，并全额确认为预提费用，

同时予以资本化作为相关资产成本的一部分。预提费用作为

负债管理，企业在一个合适的折现率的基础上将未来支付的

弃置费用折算为现值计入初始点固定资产的价值, 通过固定

资产折旧的方式将这一部分价值分期计入产品成本, 在补偿

的基础上形成未来的支付储备。

矿井及相关设施或机械设备等的弃置费用应当按照未来

拆卸弃置工程的估算或应支付金额的折现值确定。但是现实

中煤矿企业的设备如何使用都是提前制订计划的，设备使用

计划往往依据矿井的设计及安全生产计划制订、实施。企业根

据煤层赋存储量、地质条件及其他相关的初始自然条件制订、

实施计划，在当时比较符合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但是随着煤

矿企业生产现场的变化要求设备计划也要跟着变化，企业在

修改设计和安全生产计划外，有时也对设备计划予以修改，这

就难免造成设备的更新和报废与原计划不一致。当设备提前

报废时，设备买进时预提的弃置费用账面数与实际发生数可

能不一致，对于企业的当期损益会有影响。

由于固定资产的弃置费用在实际操作中难以确认，计算

弃置费用现值时折现率的选择往往有较大的随意性，而银行

利率的波动和通货膨胀也会对企业折现率的计算产生影响。

上述事项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企业计算确认预计弃置费用

支出估价的准确性和企业会计报表的真实性。

二、对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会计处理方法的改进

1. 对科目的改进。企业取得具有弃置义务的固定资产

时，确定未来弃置义务的金额，并折算为当前现值，弃置费用

现值在初始点一次性计入固定资产价值，通过计提折旧的方

式随固定资产一起折旧, 每期利息根据预计负债的余额计提

并计入财务费用，作为对未来的支付储备。

弃置费用的账务处理为：

（1）取得固定资产时：借：固定资产；贷：预计负债———弃

置费（现值），银行存款。

（2）固定资产使用寿命期间内确认财务费用：借：财务费

用；贷：预计负债———弃置费用。

（3）处置固定资产发生弃置费用：借：预计负债———弃置

费用；贷：银行存款等。

弃置费用支付时点在固定资产寿命的终结点，企业只有

及时足额支付弃置费用，才能顺利履行相应的义务。弃置费用

的会计处理必须正确反映弃置费用支付储备的形成过程，从

财务角度看，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融资的过程。弃置费用的

现值在初始点一次性计入固定资产价值，并没有实物资产与

之对应，企业也没有实际现金流出，实质上是企业的一种虚拟

资产，这部分价值就不能构成初始点的支付储备。因而, 与其

说它作为资产计入固定资产原值，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未确认

的费用更合适。

例 1：固定资产取得成本为 300 000元，10年后的弃置费

用为 10 000元。按 6.5%的利率，25豫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现值

PV（I=6.5%，Y越10，PMT=0，FV=-10 000）=5 327.26（元）。

有关会计分录如下：淤购入时，借：固定资产 300 000元；

贷：银行存款 300 000 元。于按弃置费用计入现值时，借：固

定资产5 327.26元；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5 327.26元。盂计算

第一年未确认融资费用，借：未确认融资费用 346.27元；贷：

预计负债———弃置费用 346.27元。榆确认第一年未确认财务

费用，借：财务费用 346.27 元；贷：预计负债———弃置费用

346.27元。

在以后年度按上述方法计提、摊销未确认的融资费用和

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逐年平均分摊计入财务费用，期末时借

记“预计负债———弃置费用”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

上述改进之后，将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与固定资产清理费

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区分开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科学合理

的基础上改进了固定资产弃置费用的会计处理，能够满足会

计事项的经济实质要求。

2. 慎选折旧方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27 号———石油天然

气开采》第二十二条规定：地震设备、建造设备、车辆、修理车

间、仓库、供应站、通讯设备、办公设施等辅助设备及设施，应

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处理。《企业会计

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规定：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

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不得随意变更。

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有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

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对于煤矿企业来讲，固定资产为企业

带来的增量现金流一般早期净现金流入大于晚期净现金流

入，早期取得时应该承担比晚期更多的利息支出。如果仅仅使

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前期财务费用不多，但在以后年度，

由于折旧和利息会使企业资产减少，而分摊费用继续增加，造

成税前利润被低估。所以企业的财会人员应当在计提固定资

产折旧时，选择一个与企业经济利益流入的规律相关的折旧

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这两种加速折旧法比较

合适。

3. 定期评估、测算并调整弃置费用。国际会计准则、美国

财务会计准则都对资产报废的废弃支出会计处理做了相关规

定，其中对资产弃置成本要求进行贴现并予以资本化处理，作

为相关资产成本的一部分，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要在考虑

未来技术及法律要求变化的基础上对预提的弃置成本进行重

新评估测算，如果预计的金额发生变化，则变化的部分要计入

预提费用账户，同时调整相关资产的成本。随着我国会计准则

与国际接轨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现行会计准则中对固定资产

弃置费用应进行规范，制定统一、合理的标准。

笔者建议在预计负债初始确认后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

由于对各期重新评估测算的未折现现金流量的变化引起相关

负债公允价值的变化，以及受政策法规和通胀因素影响的贴

现率变化等原因，企业应调整原预计负债和相关资产账面价

值及相关资产在后续各期的折旧基础。

沿用例 1，假设企业在初始计量时将弃置费用按 6.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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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现率计算出其现值为 5 327.26元。在 2伊12年年末的时候

企业根据同期银行利率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测算出实际

贴现率为 6%，根据最新颁布的环境法规要求企业承担的环保

义务，预计该项固定资产在报废时多支出 1 000元。

企业在 2伊12年年末基于实际 6%的贴现率计算出当年应

多提的利息费用的现值=PV（I=6%，Y越6，PMT=0，FV=-1 000）

抑704.96（元），根据前四年 6%的贴现率计算出年初应补提的

利息费用现值=PV（I=6.5%，Y越4，PMT=0，FV=-704.96）抑547.98

（元）。同时按预计弃置费用的现值调整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确认首期预计负债应该补计的利息 547.98 元，计入留存收

益。作红字分录：借：固定资产 305 327.26 元，留存收益 547.98

元；贷：预计负债 305 875.24 元。以后计算出的各期账面价值

调整数作类似会计处理。

根据新颁布的环境法规要求，企业在资产报废时多承担

了 1 000元的环保义务，企业应在 2伊12年年末确认其应提利

息费用现值=PV（I=6.5%，Y越4，PMT=0，FV=-11 000）抑8 219.84

（元）。比新规定颁布前多提了利息费用 8 219.84原（7 558.29垣

7 558.29伊6%）越208.05（元）。当年年末作如下红字分录：借：财

务费用 208.05元；贷：预计负债———贴现率调整 208.05元。每

年利息费用见表 1。

企业弃置费用（折旧和利息）在权责发生制下不允许进行

税前扣除，只有固定资产报废，发生实际资产报废损失时，方

可一次性抵扣。当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存在差

异时，会产生所得税费用的暂时性差异，具体如表 2所示。

如表 2所示，在固定资产报废前，权责发生制下的会计核

算方法会使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贷方金额不断减少，递延所得

税资产借方金额逐期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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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弃置费用对企业所得税影响计算表 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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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71

433.15

461.30

453.50

493.19

522.78

554.15

587.40

622.64

5 875.24

6 257.13

6 663.84

7 096.99

7 558.29

8 219.84

8 713.03

9 235.81

9 789.96

10 377.36

11 000.00

2伊07.12

2伊08.12

2伊09.12

2伊10.12

2伊11.12

2伊12.12

2伊13.12

2伊14.12

2伊15.12

2伊16.12

2伊17.12

346.27

368.78

392.75

418.28

445.47

474.42

505.26

538.10

573.08

610.33

5 327.26

5 673.53

6 042.31

6 435.06

6 853.34

7 298.81

7 773.23

8 278.49

8 816.59

9 389.67

10 000.00

547.98（1）

704.96（2）

6.5%

6.5%

6.5%

6.5%

6.0%

6.0%

6.0%

6.0%

6.0%

6.0%

208.05（3）

547.98

583.60

621.53

661.93

704.95

921.03

939.80

957.32

973.37

987.69

1 000.00

淤越上期于伊6.5% 于越上期于+淤

重估调整 贴现率 贴现率调整

愚越余-于 舆越上期余伊榆 余越上期余+舆

年利息费用 预计负债原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调整数 调整后利息费用 调整后账面价值
时 间

盂 榆 虞

（4）

表 1 利息费用计算表

注院渊1冤PV渊I=6.5%袁Y=4袁PMT=0袁FV=-704.96冤抑547.98曰 渊2冤PV渊I=6%袁Y=6袁PMT=0袁FV=-1 000冤抑704.96曰
渊3冤8 219.84-渊7 558.29+7 558.29伊6%冤=208.05曰 渊4冤PV渊I=6%袁Y=5袁PMT=0袁FV=-11 000冤抑8 219.84遥

单位院元

（倒挤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