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将资产减值准备记入权益类科目的理由

1. 杜绝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和冲回调节损益。新会计

准则明确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

转回，但是依然有项目在一定条件下是允许转回的。这个“一

定条件”就加入了很多主观判断，虽然这些“一定条件”需要会

计主体提供有力的证据，但是这些证据真的可靠吗？新会计准

则没能杜绝会计主体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调节利润，关键是将

资产减值准备和损益挂钩了，笔者认为如果将这部分损益记

入权益类科目，就能很好地避免这种调节利润的情况。

2. 扩展所有者权益的核算范围。资产在经营过程中产生

的收益在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后，最终转化为所有者权益，即企

业资产的增值。那么将经营过程中发生的资产减值准备计入

所有者权益与之配比，即所有者权益既能反映资产的增加又

能反映资产的减少，这样也更加具有合理性。既然资产的所有

者能够获得资产增值的收益，那么在发生资产减值时将减值

部分计入所有者权益才能体现收益和义务对等。

3. 能够恰当地反映资产减值信息。在将资产减值准备计

入所有者权益的情况下，是允许企业依据企业资产的实际情

况进行减值准备计提和冲回的。这样既可以杜绝会计主体利

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回调节利润，又能详细地反映资

产减值信息。

4. 资产处置收益更加真实。新会计准则下发生资产减值

准备应计入当期损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以后会计期

间转回。所以在以后会计期间进行资产处置时，资产的处置收

益就和实际的资产成本没有完全的配比，因为以前的会计期

间已经承担了部分的资产成本。而在将资产减值准备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情况下，是将以前资产减值准备冲回后才确认为

收益的，所以其资产处置成本是由资产处置期间承担的，这种

方式更加符合配比原则，其反映的利润更加真实。

二、将资产减值准备记入权益类科目的会计处理

可以考虑将资产减值准备计入所有者权益，使得资产减

值准备和损益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具体方法如下：首先将计

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冲减所有者权益，如果在以后的会计期间

有可靠证据证明该资产的价值回升，可以将资产的账面价值

在不超过历史成本的前提下予以减值冲回，直接作与计提减

值准备相反的会计分录。在销售该资产时，所取得的销售收入

首先用于补偿所计提的减值准备，超过补偿的部分方能确认

为当期销售资产的收入。可以在权益类科目中专门开设一个

用来核算资产减值准备金的科目，将其命名为“资产减值准备

金”。以下以固定资产为例说明这种处理方法。

例：某公司年末对某项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100 000 元，

折旧 20 000元）计提了减值准备 50 000元，第二年年初将该

资产出售，取得销售收入 60 000元。

会计处理为：淤计提减值准备。借：资产减值准备金———

固定资产减值 50 000元；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0 000 元。

于出售确认收益。借：固定资产清理 30 000 元，累计折旧

20 000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50 000元；贷：固定资产 100 000

元。借：银行存款 60 000元；贷：固定资产清理 60 000元。借：

固定资产清理 30 000元；贷：资产减值准备金———固定资产

减值准备 30 000元。在销售固定资产时，“固定资产清理”科

目的余额是 30 000元，所以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规定应将

这 30 000元计入营业外收入。而笔者认为应先冲减以前计提

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果取得的固定资产销售收益大于计提减

值准备的 50 000元，超出的部分才可确认为营业外收入。茵

背书禁止，主要是指出票人或者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禁

止转让票据权利的文句，从而限制票据的流通性。对于出票

人禁止背书转让字样的记载位置，我国现行《票据法》及其司

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1997年颁布施行的

《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出票人的禁止背书字样应当

记载在票据的正面位置。而出票人将禁止背书转让字样记载

在票据背面时如何处理，则没有现成的规定予以规范。笔者

认为，将禁止背书转让字样记载在票据背面是一种瑕疵行

为，效力具有相对性。

1. 当事人双方应当受到禁止背书转让内容的约束。遵循

“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理，将禁止背书转让字样记载在票据

背面，并没有违反票据的要式性要求，不宜全盘否定该记载

的效力，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表达真实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认

定该禁止背书转让的内容对当事人双方具有约束力。

2. 在没有出票人签字或签章的情况下，不能对抗善意第

三人。笔者认为，对于出票人在票据背面记载禁止转让事项，

可以认定为是具有瑕疵的记载行为，在当事人双方之间有

效。在没有出票人签字或签章的情况下，不能对抗善意第三

人。《票据法》本身并没有禁止出票人在票据背面记载不可转

让字样，一味否定该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利于保护出票人和票

据关系的稳定，因而有必要区分出票人与直接后手（亦即出

票人指定的受款人）、出票人与其他背书人的两种情形：在出

“禁止背书转让”字样

记载在票据背面的效力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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