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的构建及隐含的一个悖论

固定资产的各期折旧额应该体现固定资产的使用效能发

挥和价值损耗的内在规律。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初期，由于对固

定资产的综合性能和配套技术不能很好地掌握以及管理水平

的限制，其效能未能充分发挥。固定资产价值损耗包括有形损

耗和无形损耗，此时的固定资产折旧额应处于较低水平。随着

时间的推移，企业对固定资产逐渐熟悉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

固定资产的使用效能逐渐增强，价值损耗随之增大，折旧额应

呈现递增的趋势。当固定资产的使用效能达到最大化后，技术

进步导致的无形损耗以及使用负荷导致的有形损耗增大，修

理费用增加，固定资产性能减弱，使用效能日益减弱直至报

废。固定资产使用效能的发挥和价值损耗呈现先上升后下降

的轨迹，固定资产的各期折旧额也应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轨

迹，类似于正态分布的特征。

实践证明，凡一个随机现象是由许多随机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各随机因素所发挥作用的大小都是相等的，那么这个

随机现象的概率模型就是正态分布的。分析固定资产各期折

旧额的影响因素可知，各期折旧额大体也应符合正态分布特

征。基于此，引入正态分布，构建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

严格地说，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向两端无穷延

伸时与x轴所围的面积渐进趋于单位1。但通常认为，正态分布

时，x几乎只取（u-3滓，u+3滓）中的值，即P（|x-u|<3滓）=P（u-

3滓<x<u+3滓）=0.997 4，这就是正态分布的“3滓法则”。也就是

说，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曲线在（u-3滓，u+3滓）区间所围

成的曲边梯形的面积约等于1。为方便查表计算，本文取3滓所

围成的面积近似于单位1，而且选择标准正态分布，将单位1看

做从-3到3所围成的曲边梯形面积，并以此作为固定资产折

旧额分配的基础。

1. 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的构建。

（1）确定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将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

函数的横轴（-3，3）区间长度按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限等额分

为n段，每段的平均长度为6/n，形成n个区间，［-3+6（t-1）/n，

-3+6t/n］（t=1，2，…，n），将各段对应的曲边梯形的面积｛囟［-3+

（6/n）t］-囟［-3+（6/n）（t-1）］｝作为各期的固定资产折旧率，

各期的折旧率之和近似等于1。

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下各期折旧率的确定如下图所

示。图中的区间［-3+6（t-1）/n，-3+6t/n］中的曲边梯形的面

积｛囟［-3+（6/n）t］-囟［-3+（6/n）（t-1）］｝即对应为第t期的折

旧率。

（2）确定固定资产折旧的基础。以“C-S”作为固定资产折

旧的基础，其中：C为固定资产原值，S为固定资产净残值。

（3）计算固定资产各期的折旧额。

Dt=（C-S）伊 du=（C-S）伊｛囟

［-3+（6/n）t］-囟［-3+（6/n）（t-1）］｝

其中：Dt为第t期的折旧额，t=1，2，3，…，n。

2. 隐含的一个悖论。以上构建的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

虽然使得各期折旧额的绝对数的分布具有正态的合理性，但

是至少还存在如下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1）问题一：折旧总额的误差较大。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

函数图像与x轴无限逼近，也就是说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

与x轴形成的曲边梯形的面积总是逐渐趋于单位1，但始终不

能等于单位1。而且我们根据正态分布的“3滓法则”，选择曲边

梯形在区间（u-3滓，u+3滓）的面积作为折旧基础，至少存在

0.26%的折旧总额误差。当固定资产的折旧总额很大的时候，

这一误差会更大。显然，减小折旧总额误差的方法是尽量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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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固定资产在其生命周期中使用效能的发挥和内在价值损耗的规律，构建了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

同时针对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存在的一个悖论，选择了两条思路对其进行修正，以确保修正后的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

更加合理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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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区间，比如选择折旧区间为（u-4滓，u+4滓）甚至更大。

（2）问题二：各期折旧额的差距较大。当我们依据正态分

布的“3滓法则”选择了折旧区间（u-3滓 ，u+3滓）时，通过代入具

体数据进行实际测算，我们发现将这一区间按固定资产折旧

年限分为n等份时，各期对应的折旧率之间差距太大，进而导

致各期对应的折旧额相差较大，这同固定资产使用效能的发

挥和价值损耗的真实情况不吻合。显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就需要进一步把整个折旧区间缩小，比如选择折旧区间为

（u-2滓，u+2滓）甚至更小。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要减小折旧总额的误差就需要扩大

折旧区间，而要缩小各期折旧额的差距就要缩小折旧区间。也

就是说，问题一与问题二刚好是一个悖论，如果用已有的思路

去解决问题一，就会扩大问题二，反之亦然。

二、两条修正思路

为了更好地同时解决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中互为悖论

的两个问题，笔者提出如下两条修正思路：

1. 修正思路一：同时除以总折旧区间单位，确保折旧率

之和等于1。将折旧区间选择为（u-2滓，u+2滓），即标准正态分

布的区间为（-2，2），缩小了折旧区间，这首先解决了问题二，

即“各期折旧额的差距较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同时将确定

的各期折旧率统一除以区间（-2，2）上曲边梯形的面积［囟（2）

-囟（-2）］，作为对各期折旧率的调整，这又解决了问题一，即

“折旧总额的误差较大”的问题。这样，经过这两个步骤的修正

之后，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就较好地解决了以上两个互为

悖论的问题。

以此思路进行修正之后的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确定的

各期折旧额为：

其中：Dt为第t期的固定资产折旧额；C为固定资产原值；

S为固定资产净残值；代数式｛囟［-2+（4/n）t］-囟［-2+（4/n）

（t-1）］｝/［囟（2）-囟（-2）］为修正之后的第t期的折旧率；t为折

旧期数，t=1，2，3，…，n。

2. 修正思路二：引入权数，直接调整各期折旧率。将折旧

区间选择为（u-4滓，u+4滓），即标准正态分布的区间为

（-4，4），扩大了折旧区间，从而减小了固定资产折旧总额的

误差，这首先解决了问题一，即“折旧总额的误差较大”的问

题。在此基础上，在各期折旧率中引入权数，直接调整各期的

实际折旧率，这样做就解决了问题二，即“各期折旧额的差距

较大”的问题。修正方案中的权数可以参考年数总和法的折旧

率，只不过需要把其改成对称的形式。当然，折旧区间是否需

要继续扩大、权数的确定是否合理，需要在二者之间逐渐找到

一个平衡点。

各期折旧率的权数的确定规则如下：

确定折旧区间为（u-4滓，u+4滓），以（C-S）｛囟［-4+（8/n）

t］-囟［-4+（8/n）（t-1）］｝作为修正基础。

当折旧年限为奇数时，其各期折旧率的修正权数依次为：

［（n+1）/2］/［n（n+1）/2］，［（n+1）/2-员］/［n（n+1）/2］，…，员/［n

（n+1）/2］，…，［（n+1）/2-员］/［n（n+1）/2］，［（n+1）/2］/［n（n+

1）/2］。

当折旧年限为偶数时，其各期折旧率的修正权数依次为：

（n/2）/［n（n+1）/2］，（n/2-员）/［n（n+1）/2］，…，员/［n（n+1）/

2］，员/［n（n+1）/2］，…，（n/2-员）/［n（n+1）/2］，（n/2）/［n（n+1）

/2］。

将以上确定的各期折旧率的权数引入固定资产正态折旧

模型中去，便可以得到修正之后的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下

面以折旧年限为奇数的情况为例进行说明，折旧年限为偶数

的情况依此类推。按此思路修正之后的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

型下的各期折旧额依次为：

其中：Dt为第t期的固定资产折旧额；C为固定资产原值；S

为固定资产净残值；t为折旧期数，t=1，2，3，…，n。

毫无疑问，经过上述两条思路修正之后的固定资产正态

折旧模型是一个更合理、更完善的固定资产正态折旧的理论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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