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新会计准则的特点之一是在基本准则里明确了五种计量属性并存的多元化计量模式，在具体准则里突出了后

续计量的内容。本文旨在对后续计量的必要性及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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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会计准则下资产的后续计量

企业发生的经济交易或事项进入会计信息系统必须经过

确认、计量、记录三个环节。在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过程中，

会计计量是核心环节，它包括初始计量、后续计量。新会计准

则在基本准则里明确了五种计量属性并存的多元化计量模

式，这跟后续计量的需要是分不开的。

一、后续计量的必要性

后续计量是指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对会计事项的账面

价值进行检查，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账面价值不能真实反映

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进行再次衡量和确定，并调整账面价值

使之符合当前最佳估计数。后续计量的必要性是：

1. 会计要素计量的需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之基本准则

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

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基

于这一定义，资产负债表日资产的账面价值就需要重新计量，

不然就不能反映未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多少。

2. 决策有用观的体现。比较过去而言，会计信息使用者

更注重企业的现在和将来，关注企业的成长价值，关注其投资

能否增值。后续计量反映的是企业在现实基础条件下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显然这比初始计量的账面价值更能反映企

业未来的价值，因而后续计量相关信息对决策更有用。

3. 反映经济实质的需要。反映经济实质是会计最基本的

职能，只有通过后续计量才能体现企业的经济收益（全面收

益）。经济收益体现了企业的实际收益，更能反映经济实质。而

会计学收益一直是用产出价值大于投入价值的差额来表示

的。会计上的收益不能反映未实现的收益，忽略了一部分与信

息使用者的决策有关的信息。新会计准则为了体现经济实质，

增加了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来完整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收益，从

而将未实现的收益也反映出来。使用更接近经济实质的经济

收益概念增加了会计信息含量。而这部分期初、期末信息的变

动就依赖于后续计量。

4. 谨慎性原则的要求。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形势

下，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经营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

险，在资产负债表日运用谨慎性原则对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只

确认减值，不确认增值，这符合人们求稳避害的心理需求，也

维护了现实及潜在投资者的利益。

二、后续计量属性

1. 重置成本。重置成本是参照现时价格购入相同功能全

新的资产所需的完全重置成本，即扣除损耗后的成本。损耗包

括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其中，实体性贬值

是指资产使用过程中实体性陈旧引起的贬值，可用成新率来

表示；功能性贬值是指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导致资产利用不

足，资产价值部分或全部得不到实现造成的贬值，可用资产实

际利用程度占原设计的比例来表示；经济性贬值是指由于货

币经济价值的变化所形成的投入成本差异，可用某项主要投

入的现行价值与重置价值之比来表示。

2. 可变现净值。可变现净值是指资产按照其正常对外销

售所能收到现金等价物的金额扣减该资产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当产品

期限比较短时，可变现价值也可以认为是近似的公允价值。一

般认为，可变现净值计价方法对存货计价最合理。应用这一计

价概念需满足两个基本条件：淤资产能容易地以已知的价格

售出；于追加成本或费用是确定的或可以合理估计的。

3.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它是将资产的剩余寿命期内的

预期未来收益，按一定的贴现率折为现值，以此确定资产的价

值。这种从产出角度衡量价值的方法被称为现值法。现值法不

同于历史成本法和现时市价法，不侧重于计量过去和现在而

关注资产的未来获利能力。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需

要依赖管理层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对剩余使用寿命内

整个经济状况进行合理估计，确定适当的假设和方法。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取决于三个参数：淤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于资产

的预计使用寿命；盂折现率。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符合资产的

本质特征，是资产的一项最基本的计量属性。

4. 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公平交易条件下，熟悉情况的

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因此，公允价

值计量强调的是资产、负债的客观计量和真实反映。公允价值

是选择计量属性时的一个理想目标，它可以表现成历史成本、

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历史成本作为

已经发生的交换价格，无疑在发生当时最接近公允价值；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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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可变现净值在没有实际交易价格的情况下，是通过模拟

实际交易价格不定期实现公允价格的方式，它们也可以看成

是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是在无法模

拟实际交易的情况下，通过对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来取得的

一种接近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公允价值作为后续计量的基

础只能是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三种表

现形式。因此前三种计量属性都是因其在后续计量时的公允

性才成为一种计价基础的。

三、新会计准则中后续计量属性的应用

资产入账后，由于资产的实体消耗、估价的变动和价值

变动所造成的持有损失或利得的影响，会导致资产价值发

生变化，所以还要在资产确认以后的期间对其价值的变化

进行后续计量。新会计准则中后续计量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

1. 可变现净值。

（1）新会计准则中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存货的后续计量

使用可变现净值。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确定这类资产的可

变现净值，账面余额高于可变现净值时计提跌价准备，如以前

计提跌价准备的因素已消失的，可将其减值损失转回。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有部分缺乏活跃市场报价且公

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属于按成本核算的可

供出售类金融资产，其后续计量使用可变现净值。但考虑到这

类资产多为权益投资，很难判断减值因素的消失是否由减值

客观证据出现逆转所致，故减值损失不能转回。

（3）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企业合并形成

的商誉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应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其可收回

金额应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可变现净

值）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较高者确定。如较高

者是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那么这类资产

就应该按可变现净值来进行后续计量。由于这类资产的流动

性较差，其已确认的减值很难再逆转，所以新会计准则明确规

定这类资产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2.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持有至到期的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款项，企业需要按

摊余成本核算。所谓摊余成本，是指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

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淤扣除已偿还的本金；于加上或减去采

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

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其中的实际利率是使预期未来现

金流折现为金融资产当期账面价值的利率；盂扣除已发生的

减值损失。可见，在确认减值之前，摊余成本实际上是以历史

成本为基础的对账面成本的调整，没有考虑客观环境变化对

预期经济利益的影响，所以需要通过减值核算使其账面价值

不高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

的现值。采用现值模式计量按摊余成本核算的金融资产，主要

是考虑到这类金融资产的预期经济利益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

按合同约定收取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2）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企业合并形成

的商誉等在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时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

用后的净额低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这类资产按

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后续计量：如账面摊余价值高于其

可收回金额（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则提减值准备；如账面摊

余价值低于其可收回金额（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则按账面摊

余成本计量，不计提减值准备。但因这类资产的流动性差，故

新会计准则规定已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3. 公允价值。

（1）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新会计准

则对于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交易性金融

资产使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2）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变动在某种情况下计入权益。

新会计准则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使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

量时，不是将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与资产账面余额的差额

计入本期损益，而是计入所有者权益；在资产处置阶段，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的金额转入投

资收益。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较大幅度下

降（通常是指达到或超过 20豫的情形）或在综合考虑各种相关

因素后，预期这种下降趋势属于非暂时性的（通常是指该资产

的公允价值持续低于其成本达到或超过 6个月的情形），可以

认定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已发生减值，此时则要计提减值准

备；同时，应将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的累计损失（以前由于公

允价值变动计入的资本公积）金额正式确认为减值损失。

四、后续计量应关注的问题

1. 后续计量需要会计环境的支持。后续计量有赖于活跃

市场上的报价或最近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抑或预期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我国的市场价格等交易信息系统还不够完善，难以

为后续计量提供可信赖的、必不可少的证据。而且，目前我国

上市公司（包括企业）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缺陷，一些高管人

员的诚信意识缺失，会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执业能力还参差

不齐。因此，在当前会计环境下后续计量很难实现客观、公允，

有可能导致会计利润的操纵行为。

2. 后续计量会增加会计成本。可收回金额、可变现净值

等资料获取较为不易，要得到可收回金额与可变现净值等可

靠数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才、物力、财力，致使很多企业在确

定这些数据时草率估计、敷衍了事，甚至使用错误的计量模型

或参数，以致达不到资产后续计量的真正目的。

3. 公允价值并不是惟一的。公允价值一般的定义是：熟

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那

么它究竟应当是投入价值，还是脱手价值；应当是实体特定价

值，还是市场价值；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采用投入价值或者脱手

价值；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采用实体特定价值或者市场价值；在

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公允价值；在不存在活

跃市场的情况下，又应当如何采用一些计价技术来确定公允

价值，等等。这些在理论界与实务界都没能很好地达成共识，

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2006.北京院经济科学出版社袁

2006

2.吴卫军.会计的明天会怎样.经济参考报袁2006-12-26

阴窑员6窑财会月刊渊综合冤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