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提出了资产组和

资产组组合的概念，规定对于不能独立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

应当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下同）为基础，确

认其可收回金额，以判断相关资产是否发生减值。正确理解新

会计准则这一规定很有必要。本文就资产组的划分、减值判断

以及有关会计处理等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关于资产组的认定

原会计准则对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等资产，

均要求按单项资产确定其可收回金额，并判定是否发生减值，

而企业有很多资产是不能独立产生现金流量的，在会计实务

中，这种处理往往很难确定某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因而不能

准确判定该项资产是否发生减值损失。比如，粤公司拥有一条

采矿专用铁路，该铁路只能以报废价值出售，使用铁路产生的

现金流入必须依赖于 粤公司的其他资产，因此，粤公司应将

该专用铁路与整个矿山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对资产组的认定涉及职业判断，新会计准则在引入“资产

组”、“资产组组合”等概念时，以该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是

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金流入为依据。企业

的某一生产线、营业网点、各分公司业务部门等，如果能独立

于其他部门或者单位产生现金流入，或者其创造的收入和现

金流入绝大部分能独立于其他部门或者单位，并且是属于可

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的，应当将其认定为一个资产组；同时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者监控方式以及对资产使用或者处

置的决策方式等，也是认定资产组应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

某儿童玩具制造公司有 A、B两个车间，A 车间专门生产玩

具部件，生产完后由 B 车间负责组装，由于 A 、B两车间的资

产使用和处置决策是一体的，所以，应将 A、B车间认定为一

个资产组；而属于总部资产的企业集团或者事业部的办公楼、

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等资产，它们一般都难以脱离其他资产或

资产组独立产生现金流入，而且其账面价值也不能完全归属

于某一资产组，这时，对企业总部资产和商誉，也应先按合理

的方法分摊至某资产组。资产组一经确定，各个会计期间一般

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二、资产组减值的判断

判断资产是否减值的依据或标准目前主要有三种，即永

久性标准、可能性标准和经济性标准。永久性标准是指只有永

久性资产减值损失才予以确认，这就有可能促使管理当局故

意延迟减值损失的确认，而且永久性标准不符合“资产是能产

生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这一概念；采用可能性标准时，

如果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大于账面价值，那么即使公允价

值小于账面价值，也不确认资产损失，这样会导致资产价值的

高估；经济性标准要求对资产负债表日发生的任何资产减值

进行认定，当可收回金额小于账面价值时就予以确认，确认和

计量采用相同的基础。我国和国际会计准则总体上采用了经

济性标准，并将确认基础与计量基础统一，按可收回金额是否

低于账面价值来判定是否发生减值，而可收回金额是资产的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两者之中的较高者，只要两者中的任何一项指标比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高，就说明资产组没有减值，即使其中的某一单

项资产减值了，只要其所属的资产组没有减值，则该单项资产

也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

经济性标准所采用的指标是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处置费用

的对比，这个指标计算起来相对容易。预计资产的未来现金流

量，不能仅从单项资产来看，而必须将其与整个企业的经济状

况联系起来综合考虑。一般认为，财务预算是企业管理层对企

业未来现金流量的最佳估计，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可靠性和权

威性，所以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在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时，应当采用已经通过的最近财务预算或预测（最多涵盖 5

年）作为基础。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移（持续使用

时的现金流入-持续使用时的现金流出）伊复利现值系数+处

置时的净现金流量伊复利现值系数。

在减值迹象判断上，按其与企业的关系，可以分为外部迹

象和内部迹象。外部迹象主要包括：淤资产在正常的使用过程

中会发生磨损，其价值会逐年降低。如果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

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那么该资产

无疑已发生了减值。于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环

【摘要】我国原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规定都要求以单项资产为基础计提，但现实中许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难以单独

产生现金流量，因此会计实务中往往难以操作。新会计准则引入了资产组的概念，对于不能独立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应当

按其所归属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计算确认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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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

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当这种影响大到一定程度就可能

使企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小于其账面价值，从而发生资产减

值。盂当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当期已经提高，

从而使得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提

高，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变小，同时会使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

于其账面价值。榆影响企业市值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

一就是企业的资产发生了减值，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市值，即说

明企业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已经低于市值。

资产减值的内部迹象主要包括：淤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

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于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

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盂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

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

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

预计金额等。

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定资产是

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资产减值的内部迹象是外界无

法观察到的，企业可以通过其自身掌握的信息来判断。需要说

明的是，企业在进行资产减值判断时，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

要将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计算出来，然后再与其账面价值进行比

较，企业可以凭经验直接做出判断。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可能

明显知道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净额高于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企业若做出处置资产的决定，则表明资产的公

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净额高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否

则企业就会继续使用该项资产。

三、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

对于已经分摊商誉的资产组，减值测试可以在年度期间

的任何时间进行，只要每年测试是在相同的时间完成即可。资

产负债表日的规定，说明企业只要对外报送规定的财务报表，

就应该按照会计准则判定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以便确定计

提减值准备的金额，这样就可以有效遏制上市公司季报、半年

报不计提减值准备，而在年底一次性计提减值准备的行为。资

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分摊的总部资产和商誉，如果相关总部

资产能够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该资产组，应将其账

面价值分摊至该资产组，然后再将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与

其账面价值进行比较。减值损失的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

产组中商誉的账面价值，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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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例说明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

例：高科技企业甲公司拥有 A、B两个分公司，其中 A分

公司是上年吸收合并的，分公司的经营活动均由总部负责运

作。总部资产包括一栋账面价值为 300万元的办公大楼和一

个账面价值为 100万元的研究开发中心。由于 A、B分公司都

能产生独立于其他分公司的现金流入，所以该公司将其确定

为两个资产组。200伊年 12月 31日这两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分别为 150万元（其中合并商誉为 21.82万元）、200万元。预

计 A、B资产组的剩余使用寿命分别为 10年、20年，采用直线

法计提折旧。由于甲公司的竞争对手通过技术创新推出了更

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受到市场欢迎，从而对甲公司产生了重大

不利影响，为此，甲公司于 200伊年 12月 31日对 A、B资产组

和总部资产组组合进行了减值测试。该公司计算得出 A分公

司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为 160万元，B分公司资产的可收回金

额为 318.18万元，包括研究开发中心在内的最小资产组组合

可收回金额为 650万元，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可以在合理和

一致的基础上分摊至各资产组，而研究开发中心的账面价值

难以按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至相关资产组。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确定 A、B分公司和总部资产是否发

生减值损失及会计处理如下：

（1）总部资产应分配给 A资产组的数额=300伊150/550=

81.82（万元），总部资产应分配给 B资产组的数额=300伊400/

550=218.18（万元）。

（2）分摊总部资产后，A资产组的账面价值=150+81.82=

231.82（万元），可收回金额=160（万元），发生减值 71.82万元

（231.82-160）；分摊总部资产后，B资产组的账面价值=200+

218.18=418.18（万元），可收回金额=318.18（万元），发生减值

100万元（418.18-318.18）。

（3）A 资产组减值额分配给总部资产的数额=（71.82-

21.82）伊81.82/231.82抑17.65（万元），A资产组减值额分配给

自身的数额=（71.82-21.82）伊150/231.82抑32.35（万元）；B资

产组减值额分配给总部资产的数额=100伊218.18/418.18抑

52.17（万元），B资产组减值额分配给自身的数额=100伊200/

418.18抑47.83（万元）。

（4）经过减值测试后，A、B 资产组和办公大楼资产组组

合的账面价值总额越（150 原32.35）垣（200 原47.83）垣（300 原

17.65+52.17）越500（万元），研究开发中心的账面价值仍为 100

万元。这样，包括研究开发中心在内的资产组组合账面价值总

额为 600万元，低于其可收回金额 650万元，企业不必进一步

确认减值损失。

（5）减值分摊后的会计处理：借：资产减值损失———A资

产组减值损失 32.35万元，资产减值损失———B资产组减值

损失 47.83万元，资产减值损失———办公大楼减值损失 69.82

万元；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A资产组减值准备 32.35万

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B资产组减值准备 47.83万元，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办公大楼减值准备 69.82万元。冲减商

誉账面价值时：借：管理费用 21.82万元；贷：商誉 21.82万元。

由上述分析可见，对于许多单项资产因其不能独立产生

现金流量，需要按其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经确

认减值损失后再作相应的会计处理。新会计准则有关资产组

减值的规定正在向国际惯例靠拢：它一方面充实了资产减值判

断的多元思维，另一方面使得资产减值会计更科学、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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