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

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

入。《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简称“8号准则”）规

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总部资产和商

誉分摊至某资产组的，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应当包括相关总

部资产和商誉的分摊额），应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资产组减值损失的确认与单项资产一样，也是通过计提

减值准备来实现的，所不同的是资产组计提的减值准备应在

其各单项资产中按以下顺序进行分配：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

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然后根据资产组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

账面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各项资产抵减后的账面价值不得低

于以下三者之中最高者：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如可确定）、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

定）和零。各项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应当作为各单项资产（包

括商誉）的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账务处理为：借记

“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商誉减值

准备”科目。

因此，对于资产组减值损失的核算，关键是对资产组中各

单项资产应分摊的减值损失的计算。

（二）

例：宏达公司有一条生产医疗器材的生产线，由甲、乙、丙

三部机器构成，其成本分别为400 000元、600 000元、1 000 000

元。使用年限为10年，预计净残值为零，以年限平均法计提折

旧。各机器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但整条生产线归属于一

个资产组。2007年，由于该生产线所生产的医疗器材有替代产

品上市，导致该医疗器材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因此，公司于年

末对该生产线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如下：甲、乙、丙三部机器的账面价值分别

为200 000元、300 000元、500 000元。估计甲机器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50 000元，乙机器的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为175 000元，丙机器无法合理估计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整条生产线已使用5

年，预计尚可使用5年。

经过估计该生产线未来5年的现金流量及其折现率，预计

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600 000元，公司无法合理估计生产线

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故公司以该生产线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资产组各单项资产

应分摊的减值损失（不考虑资产组分摊的商誉及总部资产）数

额计算如下：

依题意知，2007年12月31日该生产线的可收回金额为

600 000元，账面价值为1 000 000元，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

值。根据8号准则的规定，公司应当确认减值损失400 000元，

并将减值损失分摊到甲、乙、丙三部机器。按照分摊比例，甲、

乙、丙三部机器应分别承担减值损失80 000元（400 000伊

20%）、120 000元（400 000伊30%）、200 000元（400 000伊50%），

但由于甲机器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50 000

元，因此甲机器最多只能确认减值损失50 000元（200 000-

150 000），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为30 000元（80 000-50 000），

应在乙、丙机器间进行再次分摊。在二次分摊中，乙、丙机

器 应分别分摊 11 250元（30 000 伊 37 . 50%）、18 750元

（30 000伊62.50%），但因乙机器最多只能分摊125 000元

（300 000-175 000），且在初次分摊中已分摊120 000元，故乙

机器最多只能分摊5 000元（125 000-120 000）。由于丙机器

的可收回金额不确定，应承担二次分摊后尚未分摊的减值损

失6 250元（30 000-5 000-18 750）。将两次分摊的减值损失合

计，则甲、乙、丙机器应分摊的减值损失分别为50 000元、

125 000元和225 000元。

从上例可以看出，按照正常的方法分摊计算减值损失，工

作量比较大，稍有不慎容易出现错误。8号准则规定，资产组一

经确定，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需变

更，企业管理层应当证明变更是合理的，并根据8号准则相关

规定，在附注中作相应说明。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企业资

产组中各单项资产的组合是固定的。基于此，可以借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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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设计一个资产组

减值损失分摊模型（见右表），在每期资产负

债表日，利用模型自动计算资产组各单项资

产应分摊的减值损失数额。

（三）

现将设计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模型的操

作步骤介绍如下：

第一步，创建基本数据区工作表。在

Excel工作表中，根据资产组及其各单项资产

的名称创建工作表表头，依资产组及其各单

项资产的目前账面价值、公允价值净额和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设置原始数据项目。

第二步，在同一工作表中，创建计算与

分析区。计算与分析区的表头与基本数据区

相同，计算项目设置根据资产组单项资产的

个数，先充分估计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计算

的次数，然后根据各项目计算的先后顺序进

行设置。

第三步，在需要进行数据计算的单元格

中，根据单元格数据间的钩稽关系编辑计算

公式，建立数据链接关系，并设置单元格格

式。各单元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B8=IF（AND（B4=“不确定”，B5=“不确

定”），“不确定”，MAX（B4，B5））

B9=IF（B8=“不确定”，“不确定”，B3-

B8）

B10=B3/$E$3

B11=IF（B9=“不确定”，$E$9鄢B10，

MIN（B9，$E$9鄢B10））

B12=B3-B11

B14=IF（$E$13=0，0，IF（OR（B9=“不

确定”，B9>B11），B12/$E$12，0））

B15=IF（B8=“不确定”，B14鄢$E $13，

MIN（B9-B11，B14鄢$E$13））

B17 = IF（$E$16=0，B11+B15，IF（B9 =

“不确定”，B11 +B15+$E$16，B11+B15+

MIN（B9-（B11+B15），$E$16）））

B18=B3-B17

将B8单元格中的公式复制到C8、D8、E8

单元格，将B9中的公式复制到C9、D9、E9单

元格，而将B10中的公式复制到C10、D10单

元格。单元格B11、B12、B14、B15、B17和B18

中公式的复制方法同B10。

E11=SUM（B11颐D11）

E12=IF（OR（B9=“不确定”，B9>B11），

B12，0）+IF（OR（C9=“不确定”，C9>C11），

C12，0）+IF（OR（D9=“不确定”，D9>D11），D12，0）

E13=E9-E11

E15=SUM（B15颐D15）

E16=E13-E15

上述公式全部设置完毕后，一个自动计算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数额的模型就

建好了。

将宏达公司资产组及各单项资产的目前账面价值、公允价值净额及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分别输入基本数据区的相应单元格，各单项资产应分摊的减值

损失数额如上表所示。

根据模型计算的各单项资产应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账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甲机器50 000元、———乙机器125 000元、———丙机器

225 000元；贷：固定资产———甲机器50 000元、———乙机器125 000元、———丙

机器225 000元。

（四）

使用该模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淤各单元格公式的所有字符（汉字除外）

均应在英文半角状态下输入。于基本数据区单元格内输入的汉字“不确定”的

格式（如字体、字号等）应与计算与分析区中的完全相同。盂该模型仅适用于

资产组由三个单项资产组成的情况。

在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模型中，由于各单元格之间建立了有效的动态数

据链接，在不同的资产负债表日，只要将该资产组及其各单项资产的减值测试

数据输入模型中基本数据区的相关单元格内，即可迅速自动计算出资产组各

单项资产应分摊的减值损失数额，然后根据计算结果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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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生产线

1 000 000

不确定

600 000

生产线

600 000

400 000

370 000

480 000

30 000

23 750

6 250

A

项 目

目前账面价值

公允价值净额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项 目

可收回金额

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分摊比例

分摊减值损失

分摊后账面价值

尚未分摊的减值损失

二次分摊比例

二次分摊减值损失

二次分摊后尚未分摊的减值损失

二次分摊后应确认减值损失总额

二次分摊后账面价值

宏达公司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模型 单位院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B

甲机器

200 000

150 000

不确定

甲机器

150 000

50 000

20%

50 000

150 000

0

0

50 000

150 000

C

乙机器

300 000

不确定

175 000

乙机器

175 000

125 000

30%

120 000

180 000

37.50%

5000

125 000

175 000

D

丙机器

500 000

不确定

不确定

丙机器

不确定

不确定

50%

200 000

300 000

62.50%

18 750

225 000

275 000

基 本 数 据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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