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资产减值的初始计量

（一）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会计准则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包括交易性金

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生物资产等。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其价值应与公允价值相一

致，即期末应以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相应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

（二）其他计量属性

1. 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法。《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

资产减值》规定，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

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

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即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可收回

金额孰低法。

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的资产包

括长期股权投资（对子公司、联营、合营的投资）、采用成本模

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

产、无形资产、商誉、探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及相关设

施等。

上述资产期末计价均采用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法，具

体处理程序如下：淤在会计期末首先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

发生减值的迹象。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则应估计其可收回

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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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较高者确定。

盂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确定后，如果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

值，企业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

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

减值准备。榆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

费用应当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在剩余使用寿

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2.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在新会计准则中，存货与

消耗性生物资产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和《企业

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的规定，其期末计价采用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具体处理程序如下：淤存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在资产负

债表日，均应先判断是否存在减值的迹象。于如在资产负债表

日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则应估计其可变现净值。消耗性生物资

产与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确定方法是一致的。可变现净值，是

指在日常活动中，以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将要发生的成本、

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盂可变现净值确定后，如

存货或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则应按可

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或生物资产跌价准

备，并确认为当期损失。

3. 成本与现值孰低法。在新会计准则中，持有至到期投

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应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其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现值孰低法。

具体处理程序如下：淤在资产负债表日检查是否存在客

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了减值。于如发现存在客观证据

表明其已发生了减值，则应计算该金融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按原实际利率折现后的现值。盂将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

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二尧资产减值的后续计量

（一）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其账面价值

应与公允价值相一致，相应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或

所有者权益）。即资产的增值和减值随时可以得到确认，任意

时期资产价值的减少可以随资产价值的上升而转回。

（二）其他计量属性

1. 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法。《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

资产减值》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

得转回。遵循该规定，资产在持有期间，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

认，在后续会计期间即使该资产可收回金额上升至成本以上，

其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也不得转回。

在成本与可收回金额孰低法下，资产减值的后续计量要

继续将资产的成本与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如成本小于可收

回金额，且差额大于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的余额，则应计提相

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如差额小于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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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不作任何处理；如成本高于可收回金额，

则不论前期是否计提了资产减值损失，均

不作任何处理。因此，在成本与可收回金额

孰低法下，资产减值的后续计量只可能是

资产减值的单向增加，资产减值将在资产

处置或报废时转出。

2.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存货与

消耗性生物资产的期末计价采用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法。《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

当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前减记存货

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

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的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

损益。《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

规定，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

经消失的，减记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

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

额计入当期损益。

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下，资产

减值的后续计量要继续将资产的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进行比较，并选取较低者作为资

产计价的依据。如成本小于可变现净值，且

差额大于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的余额，则

应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如差额小于

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的余额，则应当转回

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如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则应将原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全部

转回。因此，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下，资产减值的后续计量是根据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的比较而计提或转回相应的资产

减值损失的，但即使可变现净值上升到成

本以上时，资产减值也只能在原计提的金

额内转回。

3. 成本与现值孰低法。持有至到期投

资、贷款和应收款项的期末计价采用成

本与现值孰低法。《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对以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确认减值损失

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

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

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

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

不应当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

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在成本与现值孰低法下，资产减值的

后续计量是根据对该金融资产减值情况的

客观依据进行判断，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按原实际利率折现为现值，从而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或转回资产减值损失。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又发生了减值，则应重新计算该金融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按原实际利率折现后的现值，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如有客观证

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则应转回相应的资产减值损失，但转回后的账面

价值不应当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三、小结

不论资产的期末计价采用何种方法，在该资产处置时，应转出其已计提的资

产减值准备。上述异同可以总结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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