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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应收赔款记入“废品损失”科目贷方，净损失转入“生产成

本———基本生产成本（废品损失成本项目）”科目借方。

2援 企业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对于不可修复废品，发

生残料回收和应收赔款记入“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科

目贷方；对于可修复废品，发生修复费用，记入“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成本”科目借方，发生残料回收和应收赔款的处理与

不可修复废品的处理相同。废品损失不管是单独核算还是不

单独核算，其损失价值都要通过“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

本”科目来核算，这样处理是因为只要发生废品，其成本总留

在“生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科目中，即废品都未入库，是

生产过程中或入库前发生的损失。

如此看来，虽然各教材对废品损失的定义不同，但各教材

对废品损失的核算方法却大同小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各教

材中计入产品成本的废品损失只包括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废品

损失。各教材虽然都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废品损失作为计入

产品成本的废品损失，但由于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废品损失

的定义包含了生产过程中和入库后发生的废品损失，因而很

容易使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误以为入库后发生的废品损失也

同样计入产品成本。

四、重新定义废品损失

综上所述，对废品损失及相关定义，做如下表述：

1援 废品的定义。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符合规定

的技术标准，不能按照原定用途使用，或需要加工修理后才能

使用的在产品、半成品和产成品。按废品产生的原因可分为料

废和工废；按废品的报损程度和修复价值，可分为可修复废品

和不可修复废品。

2援 废品损失的含义。它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和完工入库时

发生的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及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

扣除回收的废品残料价值和应收赔款以后的损失。

根据上述废品及废品损失的定义，重新计算前述计算题如

下：应由当月合格产品成本负担的废品损失越［（16 400/500伊20）

+9 672/（20伊80%+480）］伊16+［（18 104/20伊80%+480）伊16］垣

（300垣114垣180）原150原200越1 796元。

尽管笔者在授课过程中曾专门就废品损失的发生时间这

个问题做过说明，但在笔者授课的三个班级共 166名学生中，

仍有 64%的学生按照教材对废品损失定义的阐述来答题，这

说明学生对教材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一

方面能够引起学习者对此问题的注意，帮助学习者准确理解

废品损失的含义，从而正确地掌握成本计算方法；另一方面也

借此与教育界的同仁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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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 1995年设立了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随后在

考试科目、报名条件、成绩有效期限等方面先后经历了三次较

大的调整，该制度对促进资产评估行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

设做出了积极贡献。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

我国加入WTO后，国际评估机构进入我国，加剧了评估市场

的竞争，对培养和选拔知识全面和技术精湛的评估人员提出

了新的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改革和完善注册资产评估师考

试制度，实现与国际资产评估行业接轨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重

大课题。本文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我国现行注册资产评估师

考试制度的科学性及合理性等进行评价，对存在的问题及其

原因进行了大致分析，以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参考。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2007年 3月，我校为完成财政部课题“新体制下的注册

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研究”，成立了专门研究课题组，组织了

以“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为主题的问卷调查，问卷涉及

对现行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的评价、注册资产评估师考

试业务情况、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未来发展方向三方面的内

容。调查对象为河北省 11个市、县随机抽样选取的注册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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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得知，我国现行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总体上看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在一些具体条款上

有待调整。基于此，本文提出从降低报名条件有关工作年限的要求、拓宽考试内容和考试科目、采用多元化的考试形式、适

当延长考试成绩有效期等方面对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进行改进。

【关键词】注册资产评估师 考试制度 评价 改进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65窑阴

评估师，涉及 83家资产评估机构及从事资产评估相关业务的

机构。这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120份，收回 96份，有效问卷 90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75%。从调查的对象、内容及被调查者

的分布情况看，本次调查具有涉及面宽、问题集中、重点突出

等特点，在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的科学性及合理性问题

的调查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对我国现行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的评价

1. 从报名条件来看。当问到“您认为注册资产评估师考

试报名条件中对于学历的要求是否合理”时，回答“合理”的占

被调查注册资产评估师的 66.7%，可见，报名条件中对于学历

的要求得到了基本的认可。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仍有 33.3%

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合理”，其中对于报名条件的最低学历（目

前规定为“大专学历”）要求，认为应为高中（中专）、大专、本

科、其他的依次占 17.39%、30.43%、47.83%、4.35%，说明我国目

前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对于报名条件的门槛应提高。当

问到“您认为对不同学历考生的报名条件进行区分是否合理”

时，52.27%的被调查者认为“合理”，同时高达 47.73%的被调

查者认为“不合理”，可见报名条件中对于不同学历考生的报

名条件进行区分的合理性有待商榷。

当问到“您认为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报名条件中有无必

要要求工作经历”时，回答“有必要”的占 90.37%，回答“没必

要”的占 9.63%。回答具体参加工作的年限及评估工作的年限

中的“取得经济类、工程类本科学历工作满 3年、其中从事资

产评估相关工作满 1年是否合理”时，69.41%的被调查者认为

“工作满 3 年”的条件“合理”，30.59%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合

理”，18.76%的被调查者认为工作满 1 年合理，50%的被调查

者认为工作满 2年合理，可见现行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

对于工作年限的要求可能有些高了。而 54.55%的被调查者认

为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 1年是“合理”的。

2. 从免试规定来看。根据现行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

免试规定，参加资产评估相关工作满两年的经济类、工程类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可免试一个相应考试科目。其中，评聘

为高级工程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的人

员可免试《建筑工程评估基础》或《机电设备评估基础》；评聘

为高级经济师（含相应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等）职务的人

员可免试《经济法》；评聘为高级会计师、高级审计师（含相应

专业的副教授、副研究员）职务的人员可免试《财务会计》。当

问到“对于符合条件的考生免试部分科目的规定是否合理”

时，53.93%的被调查者认为“合理”，同时有 46.07%的被调查

者认为“不合理”，应对所有考生一视同仁。

3. 从考试举办次数及成绩有效期来看。当问到“我国注

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每年举办一次是否合适”时，66.29%的被调

查者认为“合适”，33.71%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合适”，98.88%的

被调查者认为每年举办两次更为合理。在考试组织管理、人

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前提下，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每年组织两

次考试将更具灵活性并更人性化。当问到“参加 5个科目考试

人员成绩有效期实行 3年滚动管理办法是否合理”时，74.71%

的被调查者认为“合理”，可见实行 3年滚动管理办法比较好。

但有 25.29%的被调查者认为这种办法“不合理”，其中 58.33%

的被调查者认为实行 4年滚动制更为合理，这与注册会计师

考试制度比较接近。当问到“参加 4个科目考试人员成绩有效

期实行 2年滚动管理办法是否合理”时，74.39%的被调查者认

为“合理”，25.61%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合理”，其中 50%的被调

查者认为实行 3年滚动制较为合理。

4. 从考试科目来看。当问到“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科

目是否合理”时，68.18%的被调查者认为“合理”，31.82%的被

调查者认为“不合理”，对于不合理的原因，69.23%的被调查者

认为主要是科目之间缺乏衔接，专业跨度太大。具体到每门科

目是否有必要考时，必要性从高到低依次为资产评估、建筑工

程评估基础、机电设备评估基础、财务会计和经济法。从整体

而言，我国现行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科目得到了大多数注

册资产评估师的认可，但内容细节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需要改革的方面

1. 考试科目。当问到“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有无必要加

试计算机考试”时，回答“没必要”的占 65.85%，而回答“有必

要”的仅占 26.47%。当问到“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是否有必要

加试英语”时，仅有 19.28%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对英语

不够重视的比例如此之高，表明目前大部分资产评估师仍缺

乏参与国际评估市场竞争的意识。

当问到“是否有必要增加考试内容，扩充考试范围”时，

26.83%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有必要”，28.05%的被调查者认为

“有必要”，45.12%的被调查者认为“没必要”。调查显示，大部

分资产评估师已经认识到随着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范围的不断

扩大，适时适量增加考试内容、扩充考试范围有利于提高评估

行业的整体执业能力和执业水平，但仍有部分注册资产评估

师对整个评估行业队伍建设缺乏忧患意识。

2. 改革方向。当问到“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改革的方向”

时，有 48.1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建立资产评估大平台考试

制度，将执业资格考试分为入门考试和专业方向考试两个部

分”；有30.12%的被调查者认为应“建立资产评估师等级考试

制度，建立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的考试制度”；有14.46%

的被调查者认为现行的考试制度“不用改革”。总体看，大多数

注册资产评估师已意识到改革考试制度是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立注册资产评估大平台考试制度，将执业资格考试分为入

门考试和专业方向考试两个部分，同时建立注册资产评估师

等级考试制度，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进行考试可能是

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

3. 国际接轨。当问到“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与国际

接轨最主要的是哪些方面”时，回答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

为：考试内容及科目、考试形式、考生报名资格、考试组织机

构。56.38%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与国际

接轨的最主要方面是考试内容及科目。

目前，不同国家的考试内容及科目的设置虽有不同，但是

国外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都很注重对考生实务操作和执业判

断能力以及如何提高考生运用评估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

考核。以美国为例，美国各评估协会能够敏锐地观察到资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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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理论的最新进展，积极关注评估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召集

有关专家进行研究、解决，把评估理论和最新实务进展情况编

入考试教材，供考生学习参考。而从我国来看，有 54.05%的被

调查者认为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不能充分地考核资产评

估行业的新知识、新政策，有 60.81%的被调查者认为不能全

面考核执业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见，我国注册资产评估

师考试的范围相对来讲比较窄。随着评估范围不断拓宽、评估

业务种类不断增加，客观上需要具有全方位、多层次、高素质

的评估人员进行执业，这就对考试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有 14.89%的被调查者认为考试规格的国际接轨

是最主要的方面。与国际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相比，我国

考试的内容比较单一，考试内容的多元化发展是我国注册资

产评估师考试制度改革与国际接轨的一个方向。

有 12.77%的被调查者认为考生的报名资格是与国际接

轨的最主要方面。资产评估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评

估人员不仅具备相关的评估专业知识，而且具备相应的实践

经验。尽管目前我国在报考条件中对工作年限做了相关的规

定，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资产评估学历教育体系，不可

能像发达国家一样把资产评估学历教育作为报名资格的标

准，只能将取得资产评估相关专业（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工程

技术）的学历作为报名要求，这使得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在报

考资格上降低了要求，并影响了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内容

和考试的方式。调查显示，有 76.25%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尚

未建立完善的资产评估学历教育体制对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

的内容及方式等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完善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的建议

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起步较晚，1995年 5月我

国确定了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该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调查显示，72.95%的被调查者了解或

比较了解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97.54%的被调查者认为

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透明度、公信度较高。截至 2006年年

底，全国累计共有近 43万人参加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3万

余人考试合格。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对于促进我国评估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通

过对注册资产评估师的问卷调查可以看出，我国注册资产评

估师考试制度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1. 放宽工作年限的要求，降低报名条件。注册资产评估

师考试报名条件中要求报名者应具有从事资产评估相关工作

的经历即一定的工作年限，这对资产评估行业人才准入是极

为必要的，也有利于提高资产评估行业整体的执业能力。但就

具体工作年限而言，目前对考生的工作年限规定得过于严格，

而我国开展资产评估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有这方面经历的人

员并不多，过于严格的工作年限规定，会使得许多年轻人丧失

了报考机会，这不利于吸收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资产评估行

业，不利于注册资产评估师队伍的发展壮大。因此笔者建议，

应适当放宽工作年限的要求，降低报名条件。

2. 拓宽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内容。目前，我国注册资产

评估师考试科目设置还不能完全适应资产评估行业的长远发

展，随着考试内容的拓宽，对考试科目的设置也应进行改革，

可以考虑按级别、类别设置考试科目。还要考虑到，我国资产

评估行业逐步对外开放后，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将有更多的

机会参与国际同行业业务。而我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要走出国

门参与境外评估工作，必须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因此在注册

资产评估师考试科目设置上应考虑增加外语特别是英语的考

试。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资产评估业务中的广泛

应用，注册资产评估师还应具备扎实的计算机相关知识，并能

熟练地运用和掌握它，因此，对计算机理论及其操作技术等方

面的考核也是必不可少的。

3. 采用多元化的考试形式。调查显示，22.22%的被调查者

希望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应增加职业判断能力的考核，而目

前的考试内容在这方面还比较欠缺，有 24%的被调查者认为

现行的考试办法根本体现不出职业判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

力的要求。同时，与国际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制度相比，我国

的考试办法仅采用笔试确实比较单一。为了使考试内容多元

化，可以借鉴欧洲评估协会的做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

办法，这样有利于对应考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进行把

关，从而保证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4. 适当延长考试成绩的有效期。目前，我国注册资产评

估师考试成绩的有效期是 3年，与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的有

效期 5年相比太短。尽管注册会计师考试难度较大，但资产评

估师考试的科目跨度也很大。如经济类的考生参加建筑基础

评估以及机电设备评估考试、工程技术类的考生参加经济类

科目考试相对来讲都是不容易的。从实际来看，与考生本专业

相关的考试科目可能一年就能通过，但是跨专业的科目可能

2年甚至 3年也通不过，而已通过的科目随之失效，自然会挫

伤考生的积极性。因此很有必要延长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成

绩的有效期，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应考者的复习时间更为充裕，

另一方面也不至于有些人因考试成绩超过规定年限作废而中

途放弃，造成评估行业后备人才的流失。

5. 细化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

展，资产评估执业范围逐渐扩大，已从对生产经营性企业资产

评估扩展到对金融资产、资源性资产、公共资产、文化资产等

的评估。由于资产评估执业范围扩大所带来的资产的复杂性

以及注册资产评估师专业背景的限制，取得了注册资产评估

师执业资格证书并不意味具备了胜任各类资产的评估能力。

因此，随着资产评估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注册资产评估师考试

的细化必将成为发展的趋势。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协会珠宝

首饰艺术品评估专业委员会于2004年第一次组织了注册资

产评估师（珠宝）执业资格考试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注】本文系财政部课题野新体制下的注册资产评估师

考试制度研究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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