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所持乙公司股票全部卖出，每股售价 14元。假定仅以以上

资料为依据，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 6月 1日购入乙公司股票。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 1 000万元，投资收益 0.1万元；贷：银行存款 1 000.1万元。

2. 6月 30日根据市价确认股票价格变动。借：交易性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00万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0万元。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本年利润”。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200万元；贷：本年利润 200万元。

3. 12月 31日根据市场价值确认股票价格变动。借：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50万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 50万元。同时，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转平。借：本年

利润 50万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万元。

4. 次年 1月 5日，出售持有的所有乙公司股票。借：银行

存款 1 40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万元；贷：交易性金

融资产———成本 1 000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 150万元，

投资收益 400万元。

甲企业将持有乙企业所有股票出售后，为了真实完整地

体现所持有乙公司股票给企业带来的损益，将原记入“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的金额转入“投资收益”。这里要强调的是，转入

“投资收益”的金额实际上是发生额，并不是余额，此时“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账户上已没有余额了。这时“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实际上起了一个过渡的作用，所以没有必要将最后一

次出售金融资产时售价高于账面价值部分记入“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再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到“投资收益”中，这样

除了增加工作量，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另外，“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需要转入“投资收益”的金额可以由“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科目余额来确定，这两者实际上是相等的。此

时，除购入时 1 000元交易费用已直接记入“投资收益”科目

外，实际收益 400万元，全部归集到了“投资收益”科目中。同

时，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投资收益”等损益类科目结转

到“本年利润”中。借：投资收益 400万元；贷：本年利润 250万

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万元。茵

资产组的判断依据是独立的现金流入。当企业在资产负

债表日很难对单项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进行估计时，就应该以

该项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资产

组的期末计价仍采用账面价值与可回收金额孰低法，资产组

计提的减值准备在组合所包含的单项资产中按以下顺序进行

分配：淤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于根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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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分配减值准备。

以上分配的减值准备应作为单项资产（包括商誉）的减值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值得注意的是抵减后单项资产的账面价

值不得小于下列三者较高者：该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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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0。

由此而导致的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重新按照剩余资产在账面

价值所占的比重进行二次分摊。

例：甲公司有一生产线，由 A、B、C三台设备组成，三台设

备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但整条生产线构成完整的产销

单位，属于一个资产组。2007年，该生产线生产的产品由于替

代品的出现，导致产品销量锐减，因此甲公司于年末对该生产

线进行减值测试。2007年末，A、B、C三台设备账面价值依次

为 300万元、200万元、500万元。已知 A设备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250万元，B、C设备均无法合理估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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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估计整条生产线未来 5年现金流量及其折现率，得

到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600万元。无法合理确定生产

线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因此，公司以该生产线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作为其可回收金额。

分析：鉴于 2007年 12月 31日，该生产线账面价值为 1 000

万元，可回收金额为 600万元，账面价值高于可回收金额，因

此该生产线发生减值，公司应当确认减值损失 400万元。将该

减值损失分摊到三台设备，A、B、C三台设备分别承担 30%、

20%、50%。由于 A设备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250万元，因此，该设备分摊减值损失后账面价值不应低于

250万元。

A设备应当分摊减值损失 120 万元（400伊30%），但是由

于该设备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250万元，因

此，A设备最多只能确认减值损失 50万元（300-250）。未能分

摊的减值损失 70万元（120-50）应当在 B设备和 C设备之间

进行再次分配，B设备与 C设备在剩余资产账面价值中所占

比重分别为 28.57%［200衣（200+500）］、71.43%［500衣（200+

500）］。根据二次分摊比例确定二次分摊减值损失分别为

199 990元（700 000伊28.57%）、500 010元（700 000伊71.43%）。

再与初次分摊的减值合计即为该单项资产应计提的减值

损失。

根据上述计算，构成生产线的 A设备、B设备和 C设备

应当分别确认减值损失 500 000元、199 990元、500 010元，

账务处理如下：借：资产减值损失———A 设备 500 000 元、

———B设备 199 990元、———C设备 500 010元；贷：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A设备 500 000元、———B设备 199 990元、———C

设备 500 010元。

综上所述，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相比单项资产，只是多一

个计提的资产组减值准备在组合资产内部再次分配的问题，

在有限制性条件的情况下，可能会发生第一次未分配完的减

值按剩余资产在账面价值所占比例进行二次分摊。茵

资产组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技巧

上海 郭玲玲

援 财会月刊渊会计冤窑77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