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资产减

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

转回，其主要目的是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准

则规定能否真正改变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现状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沪市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2005年度及 2006

年度资产减值的计提及转回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以回答这个

问题。

一、样本选取及概念界定

由于不同行业的差异较大，本文选择在沪市 A股中所占

比例最大的制造业上市公司（在 2004年 1月 1日前上市，并

且在每年 4月 30日之前公布年度报告）为样本，目的是保证

研究的样本具有超过三年的交易历史。由于 600152维科精

华、600195中牧股份等七家公司公布的资产减值数据资料不

全，所以样本未将其包括。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选取了沪

市 A股 44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

于新浪财经网和搜狐财经网。

为了对“禁止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可行性加以分析，本

文首先界定了可转回性资产和不可转回性资产。由于样本选

择使用上市公司 2005年度和 2006年度的资产减值数据，因

此仍然使用《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科目，如短期投资等。

根据相关准则的规定，存货跌价准备、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

价准备在减记资产价值的因素消失后，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

恢复，并在原先计提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因此这些资产被定义为可转回性资产；而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无形资产的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

得转回，因此这些资产被定义为不可转回性资产。

二、2005年度数据分类分析

王跃堂（2000）对 1998年 A股上市公司执行三大减值政

策（除坏账准备外）的情况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影响会计政策

选择的因素有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

水平等，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受公司经营利润的影响。因

此，本文按照 2005年度的数据将 441家样本公司按照利润大

于零、利润小于零和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之和大于零、当

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之和小于零、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

备之和等于零等情况分别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利润大于零的公司有 366家，其中有

120家即占总样本比例 27.21%的公司在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

准备之和小于零，这说明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公司通过转回资

产减值损失来增加当年利润；而利润小于零的公司有 75家，

仅有 14家公司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之和小于零，这表明

公司在亏损时更倾向于在当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以便下期

转回，为未来盈利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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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规定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本文以沪市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为样本，分析了 2005年度和 2006年度资产减值计提和转回情况，发现不可转回性资产减值准备在总计提额中所占比重极

低，上市公司主要利用可转回性资产进行利润操纵。因此，“禁止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规定并不能有效控制上市公司的利

润操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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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可行性探讨

利润>0

利润<0

家数

244

61

比例

55.33%

13.83%

家数

120

14

比例

27.21%

3.17%

家数

2

0

比例

0.46%

0.00%

当期计提总额>0 当期计提总额<0 当期计提总额=0

表 1 2005年度样本公司分类统计结果

小于20

20 耀 50

50 耀 100

大于100

合 计

177

42

15

10

244

72.54

17.21

6.15

4.10

100.00

17

24

16

4

61

比例渊%冤

当期计提总额>0 当期计提总额>0

表 2 2005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额与利润之比分析表

比例（%）

利润>0 利润<0

大于-20

-20 耀 -50

-50 耀-100

小于-100

合 计

73

13

7

27

120

60.83

10.83

5.84

22.50

100.00

6

1

4

3

14

42.86

7.14

28.57

21.43

100.00

当期计提总额<0 当期计提总额<0比例（%）

利润>0 利润<0

27.87

39.34

26.23

6.56

100.00

家数 比例渊%冤 家数

家数 比例渊%冤 家数 比例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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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说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程度，下

面根据 2005年度计提或转回的资产减值额与当年的利润之

比来分析。详见表2。

从表 2可看出，在 2005年盈利的上市公司中，通过转回

资产减值增加利润的有 120家，其中 34家即 28.34豫的上市

公司转回的资产减值额占利润的比例超过 50%，也就是说

50%以上的利润是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而获得的；其中 27

家即 22.50豫的上市公司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竟然超过利润，

表明其当年账面利润全部通过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而获得，而

并非企业经营所得。在 75家利润小于零的上市公司里，有 61

家公司选择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其中计提总额占利润 20%以

上的公司有 44家，计提总额占利润 50%以上的公司有 20家，

这说明资产发生减值前亏损的公司为了来年的大清洗存在利

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行为。

对于大部分利润通过转回资产减值损失而实现的公司

（以下称“第一类公司”）和尽管亏损却仍然大量计提减值准备

的公司（以下称“第二类公司”），我们可以分析其当期计提或

转回的各项资产减值额占计提总额的比例，从而分析资产减

值准则“禁止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可行性。

34家第一类公司资产减值的转回额占利润的 50%以上，

对这 34家公司的总体描述性统计见表 3。

从表 3可看出，坏账、短期投资、存货三项可转回性资产

减值准备当期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比例为 72.27%，其中坏账

准备所占的比例是七项中最高的，为 47.62%，其次是存货跌

价准备，为 23.21%。固定资产是不可转回性资产中减值准备

当期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比例最高的，为 19.23%，无形资产

和在建工程所占比例极低。由于资产减值准则中不允许转回

资产减值损失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因此企业利用

可转回性资产（如坏账和存货）进行利润操纵，以转回以前年

度资产减值损失来调增当年利润。

20家第二类公司尽管当年亏损，但计提的资产减值额占

利润的 50%以上，对这 20家公司的总体描述性统计见表 4。

从表 4可看出，坏账、短期投资、存货三项可转回性资产

减值准备当期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比例为 65.11%，其中坏账

准备当期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比例是七项中最高的，为

44.96%，其次是存货跌价准备，为 15.48%。固定资产仍是不

可转回性资产中减值准备当期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比例最

高的，为 12.86%，无形资产和在建工程所占比例还是极低。从

这些数据可知，在利润小于零、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之和

大于零的公司中，主要是利用可转回性资产（如坏账和存货）

进行利润操纵，通过计提秘密减值准备，为以后年度的盈利做

铺垫。

三、2006年度数据分类分析

分析思路同上，2006年度样本公司分类统计结果如表 5。

比较表 5和表 1，2006年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操纵利

润的公司明显多于 2005年。特别是当利润大于零时，2006年

转回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司比例为 41.50%，而 2005 年仅为

27.21%。这说明 2006年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减

值损失转回调增利润的最后机会。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程度，下

面根据 2006年度计提或转回的资产减值额与当年的利润之

比来分析。详见表 6。

从表 6 可看出，当利润大于零时，有 107 家即53.23豫的

上市公司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额占当年利润的比例大于

50豫，而 2005年该比例仅为 10.25%；而且有 77家即 38.30%的

上市公司当期计提的资产减值总额占当年利润的比例大于

100豫。可以看出，不允许部分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并没有有效

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损失转回操纵利润的行为。有 95

家即 51.92豫的上市公司当年转回的资产减值额占当年利润

的比例大于 50豫，其中有 69家即 37.71豫的上市公司当年转

回的资产减值额占当年利润的比例大于 100%，这也说明有相

当一部分公司是通过转回资产减值损失而使亏损变盈利的。

2006年共有 57家公司利润小于零，其中 23家公司选择

转回资产减值损失，有 15家即 65.22%的上市公司资产减值

转回额占当年利润的 50%以上，比 2005年有所提高；34家公

司选择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有 18家即 52.94豫的公司当期计

A1

A2

A3

A4

A5

A6

A7

表 4 2005年度第二类公司总体描述性统计分析

N

20

20

20

20

20

20

20

Minimum

-0.010 40

-0.143 78

-0.206 34

-0.031 75

-0.102 65

-0.000 87

-0.049 59

Maximum

1.045 16

1.022 93

0.998 32

1.003 02

1.067 64

0.221 50

0.901 74

Mean

0.449 664 3

0.046 714 0

0.154 848 3

0.145 302 6

0.128 632 1

0.021 147 4

0.053 691 3

Std. Deviation

0.329 182 05

0.232 227 70

0.267 143 77

0.273 310 86

0.261 423 65

0.060 024 73

0.205 937 73

利润>0

利润<0

家数

201

34

比例

45.58%

7.71%

家数

183

23

比例

41.50%

5.21%

当期计提总额>0 当期计提总额<0

表 5 2006年度样本公司分类统计结果

A1

A2

A3

A4

A5

A6

A7

表 3 2005年度第一类公司总体描述性统计分析

N

34

34

34

34

34

34

34

Minimum

-0.482 85

0.000 00

-0.290 84

-0.392 35

-0.152 28

0.000 00

0.000 00

Maximum

1.392 35

0.160 78

1.203 79

0.545 68

1.157 90

0.506 63

1.033 08

Mean

0.476 252 1

0.014 481 3

0.232 107 7

0.015 891 8

0.192 357 1

0.015 213 1

0.053 696 7

Std. Deviation

0.536 673 81

0.038 458 20

0.384 375 09

0.134 329 19

0.307 698 61

0.086 840 66

0.197 086 92

说明院Ai渊i=1袁2袁3袁4袁5袁6袁7冤表示各项准备当期计提额占

资产减值准备当期计提总额的比例渊下同冤遥其中袁1-坏账袁2-

短期投资袁3-存货袁4-长期投资袁5-固定资产袁6-在建工程袁

7-无形资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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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占到了当年利润的 50%以上，这说明当上

市公司亏损时，更倾向于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这与 2005年

的情况大致相同。

从理论上分析，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会导致企业不能再

通过部分资产减值损失转回进行利润操纵，2006年是最后一

年把这部分以前年度计提的秘密减值转回的机会。但从实际

数据看，2006年上市公司似乎反常地倾向于大幅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如利润大于零的公司，计提额占利润额 100%以上

的就有 77家。本文通过分析这 77家公司当期各项资产减值

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比例，着重分析计提的资产减值以后是

否有转回的可能。详见表 7。

从表 7 可看出，计提最多的是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60.07%），其次是坏账准备（18.44%）。从自定义的可转回性

和不可转回性资产减值准备看，坏账、短期投资、存货三项

可转回性资产减值准备当期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 25.16%，不

可转回性资产减值准备当期计提额占计提总额的 14.65%，其

余则为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而长期投资减值是一部分可以转

回，一部分不能转回：成本法核算的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减值应当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处理，

可以转回；其他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减值应当按照资产减值

准则的规定处理，不可以转回。除了长期投资外，计提比例

最高的是坏账准备，其次是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因此可转回

性资产减值准备所占比重仍然较高，企业依然有利润操纵的

空间。

四、结论与建议

1援 统计分析结果。从对样本公司 2005年度计提的资产减

值额与利润之比的分析中可看出，资产发生减值前亏损的公

司存在通过资产减值转回和计提进行操纵利润的行为，一方

面是为了避亏，另一方面是为了进行大清洗。从分析两类明显

利润不实的公司可看出：第一类公司主要利用了可转回性资

产的减值准备，即通过转回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来调增

当年利润；第二类公司也主要利用了可转回性资产的减值准

备，即通过大量计提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为以后年度的

盈利做铺垫。因此，资产减值准则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一经

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可以部分地抑制企业利用

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行为，但毕竟不可转回性资产减值额占

计提总额的比重较低，企业仍然有利润操纵的空间。

通过比较样本公司 2005年度与 2006年度资产减值数据

发现，2006年利用资产减值转回的公司明显多于 2005年，这

可能是因为 2006年是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等减值

损失转回调增利润的最后机会；2006年同样存在大量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平滑的行为，从各项计提额占计提总额

的比重分析得出，除了长期投资暂时无法分解为可转回性资

产和不可转回资产外，其余部分仍是可转回性资产减值所占

比重较大，企业仍有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的空间。

2援 对禁止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可行性分析结果。从理论

上看，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根据最新得到的可靠资料进行会

计估计，使资产以真实价值反映，最终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的投

资决策。由于市场环境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据以确认资产

减值的事实或估计也在发生变化，如果原确认的减值已经恢

复，那么确认减值恢复是自然的。因此，允许资产减值损失的

转回可视为对原先会计估计的一种修正，而不允许对已经确

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实质上就是否认市场环境因素

的变化。

从 2005年度和 2006年度沪市 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

资产减值数据分析可得知，可转回性资产减值准备，即坏账准

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所占比重较大，公司仍

可利用其操纵利润。而资产减值准则规定的包括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在建工程等在内的不允许转回的资产减值所占比重

较低，虽然会遏制一部分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的行为，但

是，由于种种现实因素的限制，其对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遏制

作用是有限的，并不能堵住利润操纵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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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20

20 耀 50

50 耀 100

大于100

合 计

家数

60

34

30

77

201

比例（%）

29.85

16.92

14.93

38.30

100.00

家数

6

10

8

10

34

比例（%）

17.65

29.41

23.53

29.41

100.00

当期计提总额>0 当期计提总额>0

表 6 2006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额与利润之比分析表

比例（%）

利润>0 利润<0

大于-20

-20 耀 -50

-50 耀 -100

小于-100

合 计

家数

64

24

26

69

183

比例（%）

34.97

13.11

14.21

37.71

100.00

家数

3

5

5

10

23

比例（%）

13.04

21.74

21.74

43.48

100.00

当期计提总额<0 当期计提总额<0比例（%）

利润>0 利润<0

A1

A2

A3

A4

A5

A6

A7

表 7 2006年度 77家样本公司总体描述性统计分析

N

77

77

77

77

77

77

77

Minimum

-25.165 76

-0.080 90

-8.281 62

-0.181 47

-2.843 03

-0.007 61

-0.981 03

Maximum

1.127 14

1.066 96

0.902 30

38.271 45

0.932 42

0.599 87

1.479 68

Mean

0.184 419 5

0.031 708 5

0.035 532 4

0.600 760 4

0.100 646 0

0.020 965 4

0.025 967 9

Std. Deviation

2.947 741 47

0.154 740 51

0.987 343 58

4.358 496 35

0.413 859 74

0.079 643 83

0.219 721 05

阴窑12窑财会月刊渊会计冤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