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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组的概念

“资产组”这个概念出现在 2006年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

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中。其

产生的原因是原会计准则对八项资产减值准备都要求以单项

资产为基础计提，但在实务中，许多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难

以单独产生现金流量，实际进行减值测试十分困难。国际会计

准则针对这一情况使用了“现金产出单元”的概念，要求以“现

金产出单元”计算可收回净值，但这在实务中难以理解。为此，

财政部提出了“资产组”的概念，要求对不能独立产生现金流

量的资产以资产组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

所谓资产组是指企业可认定的能够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

产组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对于资产组的认定，应当

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

的现金流入为依据。如一条生产线可以单独生产产品，产生独

立的现金流，即可将该条生产线认定为一个资产组；又如可将

某类产生独立现金流的业务中所用到的全部资产认定为一个

资产组。

另外，新会计准则中还提到了“资产组组合”的概念。资产

组组合是指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资产组组合，包括资

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以及按合理方法分摊的总部资产部分。总

部资产是指企业集团或事业部的资产，包括企业集团或事业

部的办公楼、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等资产。由于总部资产难以脱

离其他资产或资产组产生独立的现金流入（能独立计算的除

外），应通过计算确定该总部资产中属于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的可收回金额，然后将其与相应的账面价值相比较，据以判断

是否需要确认减值损失。

二、资产组在资产减值中的应用

新会计准则中，无论是资产组还是资产组组合，均与资产

减值测试密切相关。减值测试时，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应包括

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以及可以合理和一致地分摊至资产组的

资产账面价值，通常不应当包括已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但如

不考虑该负债金额就无法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除外。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

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

确定。

有关资产组减值测试的步骤如下：

1. 若有与现金流产生有关的总部资产时，应先将总部资

产分配至各资产组。对于分配率的计算，有以下两种方法。

（1）各项资产使用寿命一致时，即今后各资产组产生现金

流与经济效益处于同一时期时，可采用算术平均方法计算分

配率：分配率越单个资产组账面价值衣移各项资产账面价值。

（2）各项资产使用寿命不一致时，即今后各资产组产生现

金流与经济效益处于不同时期时，应采用加权平均方法计算

分配率：分配率越（单个资产组账面价值伊该资产的剩余使用寿

命）衣移（单个资产组账面价值伊该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

2. 测定各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并折现。可以通过统计预

测方法（如平滑指数法、移动平均法、最小二乘法等）得到资产

收益期的现金流量，再根据设定的折现率（可选择企业内部报

酬率、银行贷款利率等）计算现金流量现值。

3. 测定各资产组的处置净收入。处置净收入应为归属于

该资产的变价收入、残料收入、保赔收入等扣除清理费用后的

净额。

4. 比较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与账面价值，针对各资产组

计提减值准备。

5. 将减值准备抵减商誉后，在总部资产与资产组之间分

配，分配率仍采用步骤一中的分配率。

6. 计算总部资产与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三、资产组减值测试的原始凭证设计

资产组的引入，为客观、合理地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提供了

基础，同时在实务中相对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现金产出单

元”更具可操作性。会计人员在实际处理资产组减值测试业务

时，各个步骤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原始凭证构成的，这些原始

凭证既是减值测试的书面载体，又是各个步骤的书面指南。对

于这样一个概念，如何设计相关的原始凭证是会计人员目前

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资料：奇盛公司总部设立销售中心，统一销售甲、乙、丙三

种机床，可作为一个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450万元。该公司有

甲、乙、丙三条生产线，分别生产这三种不同规格的机床，账面

资产组减值测试与相关原始凭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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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分别为 280万元、320万元、200万元，剩余使用寿命分别

为 10年、10年、8年。其中，生产线丙含商誉 1万元。2007年

12月 31日有迹象表明资产可能发生减值，于是公司决定对

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针对资产组减值测试的六个步骤，相关原始凭证设计如

下：

1. 首先确定总部资产中销售中心与甲、乙、丙三个资产

组有关。将销售中心的账面价值分配到甲、乙、丙三个资产组

中，填制总部资产价值分配表。

其中，销售中心分配率的计算公式为：生产线甲：分配率=

（10伊280）衣（10伊280+10伊320+8伊200）=36.84%；生产线乙：分

配率=（10伊320）衣（10伊280+10伊320+8伊200）=42.11%；生产线

丙：分配率=（8伊200）衣（10伊280+10伊320+8伊200）=21.05%。

2. 测定各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并折现。编制资产组现金

流量现值预测表，本公司使用平滑指数法测定各资产组未来

10年的现金流量，折现率选用内部报酬率（12%）。

3. 估计资产组处置净收益。编制资产组处置净收益明

细表。

4. 比较资产组现金流量现值与处置净收益，取较大者作

为可收回金额，并与甲、乙、丙三个资产组账面价值相比较，计

提减值准备，编制资产减值计提表。

5. 将各资产组计提的减值准备抵减丙生产线 1万元的

商誉后，在各生产线之间分配，编制资产减值分配表。

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可以通过这张表清楚了解各个资产

组计提减值准备的过程及所计提的减值准备在总部资产中分

配的数额，以便结转到资产组账面价值计算表中，并为分析各

资产组减损程度、原因和计算相应指标提供基础，为编制资产

减值分录提供依据。编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分录：借：资产

计提的减值额

商 誉

被分配的减值额

销售中心院

减值分配率

分配的减值额

生产线甲院

减值分配率

分配的减值额

生产线乙院

减值分配率

分配的减值额

生产线丙院

减值分配率

分配的减值额

合 计

资产组甲

0

0

36.84%

0

63.16%

0

资产组乙

9.00

9.00

42.11%

3.79

57.89%

5.21

资产组丙

14.00

1.00

13.00

21.05%

2.74

78.95%

10.26

合 计

23.00

1.00

22.00

6.53

0

5.21

10.26

22.00

资产减值分配表 单位院万元

审批人院 审核人院 编制人院

生产线甲 生产线乙 生产线丙

516

12

28

500

520

10

30

500

270

8

10

268

资产组处置净收益明细表 单位院万元

审核人院 编制人院

变价收入

残料收入

清理费用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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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计

现 值

生产线甲 生产线乙 生产线丙年 份

56

70

89

90

120

130

100

99

89

87

930

506

20

31

45

60

70

89

100

129

89

80

713

353

20

40

45

70

80

90

80

68

0

0

493

281

资产组现金流量现值预测表 单位院万元

审核人院 编制人院

注院利用统计预测方法得出现金流量后袁可以利用 EXCEL

软件中的 NPV函数或其他统计软件计算出各资产组现金流

量的现值遥

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各资产组的剩余使用寿命

销售中心账面价值分配率

销售中心账面价值分配额

分配后资产组的价值

销售中心

280

10

36.84%

166

446

320

10

42.11%

189

509

被分配的
资 产 组

生产
线乙

生产
线甲

450

接受分配的资产组

总部资产（销售中心）价值分配表 单位院万元

审核人院 编制人院

200

8

21.05%

95

295

1 250

450

1 250

合计
生产
线丙

甲

乙

丙

账面
价值

渊1冤

446

509

295

现金流
量现值

渊2冤

506

353

281

处置净
收 益

渊3冤

500

500

268

可收回金额

渊4冤=MAX渊渊2冤袁渊3冤冤

506

500

281

计提的减
值 准 备

渊5冤=渊1冤-渊4冤

9

14

资产减值计提表 单位院万元

审批人院 审核人院 编制人院

资
产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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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有关规定及缺陷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会计科目和主要账

务处理”，对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的应收或应付利息和一

次还本付息债券的应计利息有关规定如下：

1.“1132 应收利息”、“1501 持有至到期投资”和“150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科目的有关规定。资产负债表日，持

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债券，为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投

资的，应按票面利率计算确定的应收未收利息，借记“应收利

息”科目，按持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债券摊余成本和实际

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收入，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按其差额，

借记或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或“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利息调整”科目。

持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债券，为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投资的，应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票面利率计算确定的应收未收

利息，借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或“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应计利息”科目，按持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债券

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收入，贷记“投资收益”

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科目。

发生减值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债券的利息收入，

应当比照“贷款”科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2.“2502 应付债券”会计科目的有关规定。资产负债表

日，对于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债券，应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

率计算确定的债券利息费用，借记“在建工程”、“制造费用”、

“财务费用”、“研发支出”等科目，按票面利率计算确定的应付

未付利息，贷记“应付利息”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应付

债券———利息调整”科目。

对于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应于资产负债表日按摊余成

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债券利息费用，借记“在建工程”、

“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研发支出”等科目，按票面利率计

算确定的应付未付利息，贷记“应付债券———应计利息”科目，

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科目。

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差异较小的，也可以采用票面利率

计算确定利息费用。

由此可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将一次还本付

息债券的每期应计利息，与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的每期应

收或应付利息在概念上混为一谈，在会计核算上均按票面利

率和票面金额计算确定。这将导致在实际会计核算过程中出

现利息调整过度的不合理现象。由于应计利息与应收或应付

利息存在重大差别，因此笔者建议应计利息按实际利率法计

算确定。

例：2007年 1月 1日某企业发行债券，面值 500万元，期

限 4年，年利率 8%，按单利法计算，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该企

业溢价发行债券，实际收到发行价款 512万元。

按实际利率法计算：2007 年 1 月 1 日债券账面价值为

512万元，4年后债券账面价值=500伊（1+8%伊4）=660（万元）。

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应计利息会计核算的改进

长 沙 贺飞跃

销售中心

生产线甲

生产线乙

生产线丙

合 计

450.00

280.00

320.00

200.00

6.53

0

5.21

10.26

443.47

280.00

314.79

189.74

抵扣的商誉院

1.00

1 227.00

相关资产组
可收回金额

446.00

500.00

281.00

1 227.00

账面价值减 值资产总额部 门

资产组账面价值计算表 单位院万元

鄢

减值损失 23万元；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2万元，商誉———

减值损失 1万元。

6. 计算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编制资产组账面价值计

算表。

注鄢院由于资产组甲的可收回金额大于其账面价值袁故取

账面价值 446万元遥

通过资产组账面价值计算表，会计人员可以向管理者报

告目前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状况，并作为登记相应资产明细

账、资产登记簿、固定资产卡片的依据。

总之，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一方面，会计人员能够准确

无误地完成资产组减值测试，取得资产减值的依据，正确反映

资产的经济实质；另一方面，能够为企业内外部审计留下审计

痕迹，加强企业内部控制，方便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意见和上

级部门的检查，并且对管理当局利用资产减值调节利润具有

防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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