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无论是直线折旧法还是加速

折旧法，由于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都属于静态折旧的范

畴。这些折旧方法用于金额巨大、周转期长的固定资产折旧

计算时存在很多缺陷。因此，将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引入到

固定资产折旧中，将静态折旧模型改造成动态折旧模型是十

分必要的。

固定资产的动态折旧模型，就是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将

固定资产折旧中形成的不同时点的现金流量，按照一定的折

现率进行折现，这样能使固定资产各期折旧额的内在价值（现

值）之和补偿固定资产的期初价值与净残值现值的差额。固

定资产的动态折旧模型包括直线动态折旧模型、折旧基数变

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折旧率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

态折旧模型等。

一、直线动态折旧模型及其计算法则

在直线静态折旧模型中，将固定资产的期初价值扣除净

残值之后的余额在固定资产的折旧期间内平均计提折旧，各

期的折旧额是相等的。直线静态折旧模型的缺陷有：淤没有

考虑固定资产在使用前期、使用过程中和使用后期不同的生

产效率和不同的维修费用，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于没有考虑资

金的时间价值，将固定资产的原值、固定资产的净残值、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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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弊端，提出了在固定资产折旧中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并构建了直

线动态折旧模型、折旧基数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以及折旧率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

【关键词】动态折旧 直线动态折旧 加速动态折旧

本的分析计算结果如表圆所示：

通过例圆可以发现，运用修正后的全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

法计算应收账款机会成本会出现和基本计算公式完全不同的

结论，即在全部成本法和变动成本法下，拟新采用的两个信用

方案的净收益都低于原方案。事实上，在一项应收账款投资

决策时的任何时候对任意两个信用期限不同的信用方案，都

可以采用修正的全部成本法或变动成本法计算应收账款的机

会成本。我们可将信用期限稍短的方案设定为原信用方案，

将信用期限稍长的方案设定为新信用方案，则信用期限稍短

方案在自身期限届满时可取得的息税前利润或边际利润应参

与到信用期限稍长方案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计算中，该部分

息税前利润或边际利润参与应收账款机会成本计算的期间为

两方案信用期限的差额。

三、影响应收账款投资机会成本的其他因素

上述应收账款机会成本的计算方法可以满足一般应收账

款投资决策的分析需要。如有必要，还可以进行更细致的分

析，如进一步考虑应收账款投资带动销售量增加引起的存货

增加而多占用的资金。由于增添了新的存货增加因素，需要再

考虑存货增加而多占用资金所带来的影响，重新计算放宽信

用期限后的收益和成本。

设放宽信用期限前后的存货平均数量水平分别为悦园和

悦员，单位数量存货的变动成本为遭，则存货增加对应收账款机

会成本的影响额为（悦员原悦园）遭运。更进一步分析，还应考虑存

货增加引起的应付账款的增加。这种负债的增加会节约企业

的营运资金，减少营运资金的应付利息。总之，在应收账款投

资决策中，应综合考虑由于应收账款的增加带动资产负债表

相关项目资金占用状态的变化，并通过机会成本的计算反映

到项目决策的损益当中。

【注】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野企业应收账款管理

与坏账风险控制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06C769冤的部分研究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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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销售收入法

修正的全部成本法

修正的变动成本法

销售收入法

修正的全部成本法

修正的变动成本法

机
会
成
本

净
收
益

原信用方案 A

20 000

2 500

2 125

1 750

17 500

17 875

18 250

新信用方案 B

23 000

6 000

5 325

4 950

17 000

17 675

18 050

新信用方案 C

27 000

11 250

9 525

8 775

15 750

17 475

18 225

不考虑机会成本
的净收益

表 2 信用期限变更后信用方案的收益与成本 单位院元



资产各期的折旧额看成同一时点的现金流量，其内在价值相

差很大，这使得折旧额不能真正在价值上补偿固定资产的内

在价值。

而直线动态折旧模型，就是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首

先计算出固定资产的原值与固定资产净残值现值的差额作为

固定资产各期折旧额的计算基础。然后，利用等额序列资金回

收系数的原理，计算出各期需要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额，这样

既能确保各期的折旧额在数额上相等，又使得各期的折旧额

的内在价值之和能够真正弥补固定资产的内在价值。直线动

态折旧模型的计算法则如下：

（1）引入资金的时间价值，建立等值关系：

（2）按照年金的相关原理，直接计算出各期相等的固定资

产折旧额：

其中：C是固定资产原值；S是固定资产净残值；D0是每

期等额的折旧金额；i是折现率；n是折旧年限；（P/F，i，n）是复

利现值系数；（P/A，i，n）是年金现值系数。

二、折旧基数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及其计算法则

在固定资产的加速静态折旧模型下计算各期的折旧额时

应遵循两个基本原理：一是各期的折旧基数变化，如双倍余额

递减法；二是各期的折旧率变化，如年限总和法。静态的加速

折旧模型根据固定资产各期的生产效率和维修费用的不同，

计算出各期的折旧金额。但这种方法依然没有考虑资金的时

间价值，而将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净残值、固定资产的各

期折旧额看做同一时点的现金流量。

加速动态折旧模型就是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分别计算出各期不同的折旧金额，而且确保这一系列的折旧

金额的现值之和能够补偿固定资产原值与固定资产净残值现

值之间的差额。在加速动态折旧模型中，分别针对各期折旧基

数发生变化和折旧率发生变化两种情况，去寻找各期折旧额

之间的内在规律，得出相应的计算方法。折旧基数变化情况下

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就是将资金的时间价值观念引入到固

定资产折旧中去，并按照各期折旧额的内在规律性，即后一期

的折旧基数是前一期折旧后固定资产的余额，折旧基数是以

（1-r）为公比依次递减的等比数列，而折旧率则始终保持不

变，按照此规律将固定资产原值与净残值现值的差额在折旧

期内进行不等额折旧。折旧基数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

模型的计算法则如下：

（1）构造过渡变量D，建立等值关系：

（2）根据等值关系，计算出过渡变量D：

（3）根据各期折旧额的内在规律，依次计算出各期的折旧

金额：

其中：D是一个过渡变量；D1，D2，…，Dn是各期的折旧金

额；i是折现率；r是各期折旧比例；其他符号同上。

三、折旧率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及其计算法则

折旧基数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和折旧率变化

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本质上都是使各期的折旧金额

不相等，且各期折旧额的现值之和能够补偿固定资产的内在

价值，但两种加速动态折旧模型各期折旧金额的内在规律却

不相同。

折旧率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就是将资金的

时间价值观念引入到固定资产折旧中去，并按照各期折旧额

的内在规律，即各期的折旧率是以2/［n（n+1）］为公差依次递

减的等差数列，而折旧基数则始终保持不变，按照此规律将

固定资产原值与净残值现值的差额在折旧期内进行不等额

折旧。

在折旧率变化情况下的加速动态折旧模型的计算法则

如下：

（1）构造过渡变量D，建立等值关系：

（2）根据等值关系，计算出过渡变量D：

（3）根据各期折旧额之间的内在规律，依次计算出各期的

折旧金额：

其中：D为过渡变量；其他符号同上。

不难验证，不管是上述哪一种固定资产动态折旧模型计

算出来的各期固定资产折旧额，其现值之和都等于固定资产

的原值与固定资产净残值现值之差，这意味着这一系列动态

折旧才真正能够补偿固定资产的内在价值。因此，从价值补偿

角度看，它们无疑是固定资产折旧模型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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