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的排放量等都与生产经营直接相关，所以应将排污权的摊

销金额计入产品成本。具体操作为：将摊销金额先计入制造费

用，然后按照一定的方法分配给各产品。另外，按照新会计准

则的规定，每年年末要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存在减值迹

象的，要计提减值准备，并且减值损失一经确定，以后期间不

得转回。

三、排污权有偿转让的相关会计处理

企业在使用排污许可证的过程中有四种方式可以选择：

淤按照最初取得许可证规定的全部排污额度排放污染物，这

种情况下只需按前述方法计量和摊销即可。于购买超额排污

部分的附加许可证，或支付一定的罚金以排放超过初始取得

的许可证规定的排污额度。一般来讲，企业购买附加许可证的

成本要低于支付罚金的金额，所以企业会选择购买附加许可

证。但无论是购买附加许可证还是通过支付高额罚金取得超

额排污权，都是为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而取得的，都应借记“无

形资产———排污权”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科目，与初始取得

时的处理一致。盂使用许可证中规定的一部分排污额度，将剩

余的部分递延到以后期间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也直接按照前

述方法摊销即可。榆使用许可证中的一部分排污额度，将剩余

的部分出售。在有效使用期限内，如果预计排污量将达不到许

可证的限额，即可将剩余排污权在市场上公开转让，在转让时

按照取得的相关收入计入相关资产，而同时应将转让部分对

应的成本按照工作量法予以转销，减少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

取得的收入和成本之间的差额，先冲减转让过程中的相关税

费，产生的净收益作为营业外收入，发生的净损失作为营业外

支出。由于累计摊销是按照工作量法进行的，所以在转让后确

定转让成本时并不涉及累计摊销，但如果有以前计提的相关

减值准备，就应按比例转销。

四、排污权到期的会计处理

由于排污权有一定的使用期限，排污许可证上规定的首

先是给定时间内的总限额，然后规定每年的限额。如果前面年

度排污量有剩余，可递延到许可时间内的以后年度使用。在会

计处理中就有两种情况：淤如果在有效期内，使用的总排污量

正好等于总限额，那么最终累计摊销的金额等于该项无形资

产的账面取得成本，直接借记“累计摊销———排污权”科目，

贷记“无形资产———排污权”科目。于如果到最后规定的排污

量还有剩余，而又因到期已不能使用，则将该部分的成本应转

入营业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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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大多采用静态折旧法。静态折

旧法计算简单，但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在现实生活中，

大多数固定资产都有一个较长的使用期限，需要考虑货币的

时间价值，因而众多的学者提出了动态的固定资产折旧法，构

建了固定资产动态折旧模型。一些学者认为固定资产折旧额

是呈正态分布的，从而提出了固定资产正态折旧模型。上述方

法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

体现在对折现率的估计上。

为此，本文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研究，

分析了采用固定年利率的不合理性，提出用区间数来表示年

利率，建立了基于区间数的固定资产动态正态折旧模型，并且

结合实例证明了该模型的合理性。

一、相关理论知识准备

1. 固定资产动态正态折旧模型。林祥友等（2007）不仅考

虑了固定资产各期折旧额的正态分布特征，也考虑了货币的

时间价值。具体操作如下：首先确定折旧率。为方便计算，选择

标准正态分布，正态变量取值落在［滋-3滓，滋+3滓］区间上，其

中滋、滓分别表示正态分布的期望与方差，也就是说，正态变量

取值区间［-3，3］对应的曲边梯形面积为1；将固定资产的折

旧期限等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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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边梯形面积

{囟（-3+6t/n）-囟［-3+6（t-1）/n］}对应为第t期的折旧率。C表

示固定资产原值，S表示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P/F，i，n）表示

现值系数，引进过渡变量D，得到等值关系：

固定资产区间动态正态折旧模型研究

陶英恒 李 勇 兰继斌

渊广西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南宁 530004冤

【摘要】本文先提出用区间数来描述期望折现率，然后通过建立固定资产区间动态正态折旧模型，判断折旧金额是否

处于合理的范围内，最后通过实例评价了该模型的合理性。

【关键词】固定资产 区间 动态 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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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等值关系计算出过渡变量D，得：

最后计算出各期折旧额，Dt=D伊｛囟（-3+6t/n）-囟［-3+6

（t-1）/n］｝，（t=1，2，…，n）。

2. 区间数的运算。设R为实数，a=［a-，a+］={x誆a-臆x臆

a+}，（a-，a+沂R），称a为区间数。当a-=a+时，区间数a就是一个

实数。设I1=［a-，a+］，I2=［b-，b+］。由扩张原理可知，区间数的

运算如下：I1+I2=［a-+b-，a++b+］，I1-I2=［a--b+，a+-b-］。限

定0约a-臆a+，0约b-臆b+，则：I1伊I2=［a-b-，a+b+］，I1/I2=［a-/

b+，a+/b-］。

二、固定资产区间动态正态折旧模型的建立

在固定资产正态动态折旧模型中，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

的一般处理方法是把折现率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对未来各

期折旧额进行折现，从而得到预计的各期折旧额的精确值。从

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固定资产损耗形成的成本在每个时期的

分配并不是一个精确值而是在一个范围内波动，未来年利率

是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的，通常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因此，用

区间数表示更为合理。

假设未来若干年折现率为［i-，i+］，其中C表示固定资产

原值，S表示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P/F，［i-，i+］，n）表示复利

现值系数，正态变量取值区间为［-a，a］。引入过渡变量D：

由等值关系计算出过渡变量D，得：

根据区间数运算法则可得：

设第t期期末固定资产预计折旧额为［ ， ］，其中

t =1，2，3，…，n，则各期区间正态动态折旧额为：［ ， ］=

D伊{囟（-a+2at/n）-囟［-a+2a（t-1）/n］}。

三、实例分析

某企业2004年购进一项固定资产，原值为50 000元，6年

后的预计净残值为10 000元。试对固定资产正态动态折旧法

（计算见表1）与固定资产区间动态正态折旧法（计算见表2）进

行比较。本例中2004年年利率为8%，预计未来6年内年利率在

6%到8%之间变化。

固定资产动态正态折旧法，从确定性的角度对预计折旧

额进行折现，得到的是精确值。当折旧额小于实际情况时，固

定资产的损耗不能准确地从它产生的价值上得到补偿，以至

于企业误将固定资产成本当作实际利润，虚增了企业的实际

收益；当计提折旧额大于实际情况时，固定资产从它运作产生

的价值上得到的补偿超出了它的实际损耗，在会计上过多地

将实际利润划入投资成本中，影响了国家税收。而采用区间动

态正态折旧法，折旧额是区间数，企业在计提折旧时就比较灵

活。同时该方法也减少了将年利率固定化带来的计算误差。

例如2005年，表1采用固定年利率8%进行折现，得到预计

折旧额为7 773.0元，表2采用区间年利率［6%，8%］进行折现，

得到预计折旧额为［7 164.5，8 400.9］。

不同的固定资产折旧计算方法得到的结果可能不同，故

计算方法的选择显得相当重要。考虑到年利率影响着现金流

量的折现，本文从未来年利率的不确定性出发，用区间数表示

年利率，建立了基于区间数的动态正态折旧模型，计算出的折

旧金额处于合理的范围内，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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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

折旧金额

2004

8%

1 229.7

2005

8%

7 773.0

2006

8%

19 521.1

2007

8%

19 521.1

2008

8%

7 773.0

2009

8%

1 229.7

表 1 金额单位院元

区间年利率

折旧金额

2004

［6%，8%］

［1 133.5，
1 329.1］

2005

［6%，8%］

［7 164.5，
8 400.9］

2006

［6%，8%］

［17 993.1，
21 098.1］

2007

［6%，8%］

［17 993.1，
21 098.1］

2008

［6%，8%］

［7 164.5，
8 400.9］

2009

［6%，8%］

［1 133.5，
1 329.1］

表 2 金额单位院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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