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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遏制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任意调节

企业利润，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

值时应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不得在

以后期间转回（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适用其他相关会计准则的

项目除外），以此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

理。本文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检验我国的资产减值准则对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一、研究设计

1. 研究目的。本文主要研究资产减值准则实施前后上市

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的变化趋势以及2007年上市公

司的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是否存在显著变化。

2. 研究方法。首先，为了分析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净

计提额的基本情况，本文将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

按照不同年份分组比较，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以研究资产减

值准备净计提额和当年净利润的变化趋势，并重点关注2007

年有无明显变化。其次，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以年份作

为因素，以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作为指标，分析不同年份对

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的影响，从而得出不同年份之间上市

公司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及资产

减值准则的实施是否有效遏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结论。

具体来说，由数理统计知识可知，ST=SA+Se。其中，ST表

示总离差平方和，SA表示年份的组间平方和，Se表示误差平方

和。

由于总离差平方和可以分解为年份因素的组间平方和与

误差平方和两部分，当ST一定时，若年份因素对资产减值准备

净计提额有显著影响，则SA较大，Se较小；反之，则SA较小，Se

较大。因此，有如下统计量：

F=

其中，n表示样本总数，k表示年份个数。

F服从自由度为（k-1，n-k）的F分布。可以发现，年份因

素对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的影响越显著，则F值越大。若

F0.05（k-1，n-k）约F臆F0.01（k-1，n-k），则年份因素对资产减

值准备净计提额影响显著。

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1年1月1

日之前上市，至2007年12月31日仍然在市的上市公司，并且连

续7年披露资产减值信息。另外，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本

文剔除了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对符合上述筛选条件的

公司再做进一步随机抽样，随机选取100家上市公司，包括其

连续7年的全部数据，即700组数据。

样本数据来源于巨潮资讯和国泰安数据库，包括沪深两

市一般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的利润表、资产减值准备明细表

及其他相关报表资料。

4. 研究假设。资产减值准则规定，除特殊资产项目外，资

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执行此项规

定，企业将无法通过冲回资产减值准备快速提升利润，所以在

计提时就会更加慎重。对于已确认的减值损失可以转回的资

产，其计量属性都具有很强的客观性或只能在严格的公允价

值计量前提下进行相应调整。因此，推测上市公司2007年资产

减值准备转回额将较往年骤减，从而导致资产减值准备净计

提额较往年有所增长。

为检验2001 ~ 2007年7个不同年份之间资产减值准备净

计提额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0：滋1=滋2=…=滋7，年份对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没有

影响。

H1：滋1，滋2，…，滋7不全相等，年份对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

额产生影响。

二、实证分析

1. 描述性统计分析。首先，从表1中可以看出，相同的100

家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之间各年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的差

异不尽相同，2005年和2007年各样本间差异较大，超过了2001

~ 2007年的平均值，其中又以2005年尤为突出。

其次，结合下页图可以看到2001 ~ 2007年资产减值准备

净计提额的变化趋势：从2001年开始逐年走高但变化幅度较

小，而后2005 ~ 2007年呈上下起伏的态势且波动较大，其中

2005年骤然上升，随后2006年有所下降，2007年又以更大的增

长幅度达到新的顶峰。

由于选取的企业均为上市年限超过5年的公司，随着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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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不断延续，这些公司既有资产的减值准备计提情况通常呈

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所以2001 ~ 200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在不

断增加，这也进一步说明了资产减值会计在我国的推行确实起到

了夯实企业资产、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作用。但是，从2007年开始，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无法转回，资产减值会计无法再成为企业

粉饰报表的工具，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将成为沉没成本，只会减少

当期利润。所以，企业2006年对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必定非常谨

慎，能少计提则少计提，同时在这一年将前期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

备转回，导致2006年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的减少。而2007年是我

国上市公司全面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第一年，资产减值准备转

回大量减少，导致当年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增加。

2. 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重比较。

（1）单因素方差分析。本文从符合样本选取要求的非金融行业

上市公司中随机抽取了100家，以其各年的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

作为样本观测值，以2001 ~2007年7个不同年份作为因素，对2001 ~

2007年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选择显著性

水平为0.05。

从表2可以看出，第5列是统计量F值，计算得1.920；第2行和第

3行给出方差的两个来源，即Between Groups（组间）和Within

Groups（组内）；第3列是检验统计量的自由度df，组间自由度为6，

组内自由度为693，总自由度为699；第

2列表示偏差平方和，均方差为偏差平

方和与自由度的商。

针对假设H0，计算F分布的观测

值为1.920，而对应的概率P值为0.075。

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前提下，由于F

统计量的观测值大于概率P值，则应

拒绝原假设，接受备选假设，即H1：

滋1，滋2，…，滋7不全等，说明不同年份

之间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存在显著

性差异。

（2）多重比较。以上单因素方差分

析的结果说明了不同年份之间的差异会对资产减值准

备净计提额造成显著性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意两

个年份之间的差异都会给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造成

显著影响。因此，需要将各个年份的均值进行两两比较。

SPSS软件提供了14种检验方法，笔者选择了敏感度比较

高的LSD方法来进行多重比较检验。

表3是利用LSD多重比较检验方法得出的各个不同

年份之间显著性差异的比较结果。结果表明，在显著性

水平为0.05的前提下，2007年同2001年、2002年、2003年

和2004年相比较的Sig.值均较小，说明2007年的资产减值

准备净计提额分别同2001年、2002年和2003年的资产减

值准备净计提额存在显著性差异，与2004年的差异也比

较大。而2007年同2005年、2006年相比较的Sig.值较大，说

明2007年的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同2005年、2006年之

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三、实证研究结论

1. 研究结论。通过对上市公司各年份资产减值准备

净计提额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我们发现2007年与往年相

比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大幅上升，这符合最初的假

设，即2007年度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额大幅下

降，导致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的增长。

通过对各年度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的单因素方

差分析，我们发现各年的资产减值准备净计提额之间存

在着年度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

2007年分别与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之间的差

异，而2007年与2005年、2006年之间的差异并不在0.05的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了资产减值准则的指导思想开始影

响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政策，经过2005年和2006年的逐

渐消化，2007年要求上市公司正式实施资产减值准则时

已经实现了平稳过渡。

2. 资产减值准则存在的主要问题。

（1）资产减值的确认需要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实

际中，资产发生减值的情况千差万别，资产减值准则不

可能列出资产减值的所有迹象，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迹

象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出职业判断，这就要求会计

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从这些迹象描述本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Sum of Squares

43 516 126 417 965 860

2 618 158 361 748 278 000

2 661 674 488 166 245 000

d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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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 Square

7 252 687 736 327 640

3 778 006 294 009 060

F

1.920

Sig.

0.075

表 2 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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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来看，有的过于笼统，比如判断资产减值的第一个条件是“市

价的跌幅明显高于预计的下跌”，那么“明显高于”的界限是什

么？这需要根据企业外部经营环境、法律、市场、技术的变化来判

断，资料不易取得；再者，对于无市价的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资

产应该怎么处理，资产减值准则也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2）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公允性难以衡量。虽然资产

的期末计量属性尽量以客观数据为基础，更具有实务操作

性，但“可变现净值”、“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依据相关的估计数据确

定可变现净值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其结果会因人而异；可

收回金额中公允价值的确定本身就有操作难度，公允价值

的应用一直存在争议；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定需预计未

来一定期间的现金流入量和贴现率，更具有不确定性。因

此，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弹性过大，使其不仅缺乏衡量标准，

而且缺乏制约手段。

四、建议

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了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但实务中

情况较为复杂，特别是如何选择估值模型和相关参数等，

现行会计准则没有明确规定。目前，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

员会已经出台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也在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这些均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

的经验。因此，应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组织专门

力量研究与公允价值相关的问题，以指导企业在实务中正

确地运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计量。

现行会计准则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要求会计人员结合

企业实际情况进行职业判断。一方面要求会计人员转变观

念、更新理念，熟练掌握现行会计准则的概念框架；另一方

面要求会计人员刻苦钻研，准确把握现行会计准则的精髓

和实质。同时，充分利用相关会计职业团体（如中国会计学

会）提供的平台，有计划地开展专业培训，全面提升会计人

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现行会计准则的有效实施需要强有力的监管。在今后

的工作中，应当继续加强财政监管、证券监管、银行监管、

保险监管、审计监督、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的协调，形成监

管合力；继续发挥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监督作用；继续开展

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的约谈工作；对于违反会计准则

规定的行为，应当根据情节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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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41 807.7
-8 299 255.7
-11 793 579.3
-25 363 728.7

-6 513 694.6
-9 454 086.9
-9 515 086.9
-13 572 534.9
-22 340 137.7
-30 637 007.9

7 056 454.7
4 116 062.4
4 055 062.4
-2 385.5

-8 769 988.3
-3 496 709.1

14 126 466.22
14 065 466.26
10 008 018.26
1 240 415.49
6 513 694.67

-7 056 454.71

20 007 250.80
17 005 858.54
12 948 410.55
4 180 807.78
9 454 086.96

-4 116 062.43

20 068 250.76
17 127 858.47
13 009 410.51
4 241 807.74
9 515 086.92

-4 055 062.46

24 125 698.75
21 185 306.46
21 124 306.50
8 299 255.73
13 572 534.92

2 385.53

32 893 301.52
29 952 909.23
29 891 909.27
25 834 461.28
22 340 137.69
8 769 988.30

27 620 022.34
24 679 630.06
24 618 630.09
20 561 182.10
11 793 579.33
3 496 709.12

41 190 171.73
38 249 779.44
38 188 779.48
34 131 331.48
25 363 728.71
30 637 007.89

（I）year （J）year
Mean

Difference
（I-J）

Std.
Error

Sig.
Lower Bou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Upper Bound

表 3 Multiple Comparisons

Dependent Vanable：value
LSD

注院表中的鄢号表示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袁相应的

两组均值存在显著性差异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