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产减值》讲解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

主讲人：赵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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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

课程主要内容：

1. 了解本准则的基本框架

2. 理解本准则具体规定

3. 能够在实务中加以合理应用

课程适宜对象：

企业财务总监、企业会计人员、事务所审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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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简介

姓名：赵春光

• 职称：教授、博士生导师

• 工作单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 研究方向：会计信息质量、会计准则、

管理会计、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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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理解本准则的基本理念

2. 熟练应用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3. 熟练应用资产组的标准

4. 熟练应用商誉减值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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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一部分 资产减值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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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未计提减值时盈利在计提减值后的情况

98.32%

1.68%

未计提减值时盈利而
计提减值后亏损的公
司

未计提减值时盈利而
计提减值后仍盈利的
公司

未计提减值时亏损在计提减值后的情况

34.17%

65.83%

未计提减值时亏损
而计提减值后仍亏
损的公司

未计提减值时亏损
而计提减值后盈利
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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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 资产减值是指资产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时，把资产的账面

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 目标：

• 确保资产的帐面金额不超过其可收回金额，并规范可收回金额的

计量。

• 符合资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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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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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规范了企业下列非流动资产的减值会计问题：

（1）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

（2）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3）固定资产；

（4）生产性生物资产；

（5）无形资产；

（6）商誉；

（7）探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及相关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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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

• 认定：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减值的迹象。

• 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

减值测试，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 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企业至少

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 对于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由于其价值通常具有较大

的不确定性，也应当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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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迹象：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1. 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度下跌，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2. 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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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4. 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5. 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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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他表明资产可能已经发生减值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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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第二部分 单项资产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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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收回金额

• 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

资产可收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相比较，以确定资产是否发生了减

值，以及是否需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 可收回金额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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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通常需要同时估计该资产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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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有例外或者做特殊考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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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再估计另一项
金额。

(二)没有确凿证据或者理由表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显著高于其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可以将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视为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企业持有待售的资产往往属于这种情况，以资产公允价值减
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作为其可收回金额是适宜的，因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通常不会显著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三)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果无法可靠估计的，应当以该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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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允价值

•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通常反映的是资产如果

被出售或者处置时可以收回的净现金收入。

• 其中，资产的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

自愿进行资产交换的金额；处置费用是指可以直接归属于资产处

置的增量成本，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

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等，但是财

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等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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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 首先，应当根据公平交易中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费
用的金额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 其次，在资产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该资产的市场
价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确定。但是如果难以获得资产在估计日的买方出价的，
企业可以以资产最近的交易价格作为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估计基
础，其前提是资产的交易日和估计日之间，有关经济、市场环境等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

• 再次，在既不存在资产销售协议又不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情况下，该金额可以参
考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交易价格或者结果进行估计。

• 企业按照上述要求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
应当以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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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的现值

•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

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企业预计从资产中获取的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

（2）上述现金流量金额或时间的可能变化的预计；

（3）反映现行市场无风险利率的货币时间价值；

（4）资产内在不确定性的定价；

（5）市场参与者将反映在其对企业从资产中获取的未来现金流量的定价中的其他

因素（比如非流动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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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一、预计现金流量：

• 企业管理层应当在合理和有依据的基础上对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整个
经济状况进行最佳估计，并将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建立在经企
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之上

1. 建立在预算或者预测基础上的预计现金流量最多涵盖5年，企业管理
层如能证明更长的期间是合理的，可以涵盖更长的期间

2. 以预算或者预测期之后年份稳定的或者递减的增长率为基础，但是，
企业管理层如能证明递增的增长率是合理的，可以以递增的增长率
为基础进行估计。

3. 通常情况下，企业管理层应当确保当期现金流量预计所依据的假设
与前期实际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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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包括的内容

（1）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

（2）为实现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所必需的

预计现金流出(包括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发

生的现金流出)。

（3）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资产所收到或者支付的净

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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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应当考虑的因素

（1）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2）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不应当包括筹资活动和所得税

收付产生的现金流量

（3）对通货膨胀因素的考虑应当和折现率相一致

（4）内部转移价格应当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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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方法

• 通常根据资产未来每期最有可能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预测。

它使用单一的未来每期预计现金流量和单一的折现率计算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 有时使用单一的现金流量可能并不会如实地反映资产创造

现金流量的实际情况，企业应当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预计

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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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甲固定资产生产的产品受市场行情波动影响大，企业预计未来3年每
年的现金流量情况

• 第1年的预计现金流量(期望现金流量)＝150×30％＋100×60％＋50×10
％＝110(万元) 

• 第2年的预计现金流量(期望现金流量)＝80×30％＋50×60％＋20×10％
＝56(万元)

• 第3年的预计现金流量(期望现金流量)＝20×30％＋10×60％＋0×10％＝
12(万元) 

年度 产品行情好(30%
的可能性)

产品行情一般
(60%的可能性)

产品行情差
(10%的可能性)

第1年 150 100 50
第2年 80 50 20
第3年 2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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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现率的预计

• 计算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所使用的折现率应当是反映

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

1. 税前利率；

2. 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

3. 资产特定风险的（预测现金流量已考虑的风险可以不考

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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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确定折现率时，应当首先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如果该

资产的利率无法从市场获得的，可以使用替代利率估计。替代利

率在估计时，可以根据企业加权平均资金成本、增量借款利率或

者其他相关市场借款利率作适当调整后确定。

• 企业在估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通常应当使用单一的折现

率。但是，如果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对未来不同期间的风险

差异或者利率的期间结构反应敏感的，企业应当在未来各不同期

间采用不同的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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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值的预计

• 在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的基础之上，资产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需将该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按

照预计的折现率在预计期限内加以折现即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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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航运公司于20×0年末对一艘远洋运输船只进行减值测试。该船

舶账面价值为1.6亿元，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8年。该船舶的公允

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难以确定。假定公司当初购置该船舶

用的资金是银行长期借款资金，借款年利率为15％，因此使用15

％作为其折现率(税前)。

• 公司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显示：公司将于20×5年更新船舶的发

动机系统，预计为此发生资本性支出1500万元，这一支出将降低

船舶运输油耗、提高使用效率等，因此将提高资产的运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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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
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包
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20×1 2500
20×2 2460
20×3 2380
20×4 2360
20×5 2390
20×6 2470 3290
20×7 2500 3280
20×8 2510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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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
包括改良的影响金额)

以折现率15%
的折现系数

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

20×1 2500 0.8696 2174
20×2 2460 0.7561 1860
20×3 2380 0.6575 1565
20×4 2360 0.5718 1349
20×5 2390 0.4972 1188
20×6 2470 0.4323 1068
20×7 2500 0.3759 940
20×8 2510 0.3269 821
合计 1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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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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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减值损失），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准备)

• 先确认减值，未来期间再调整折旧和摊销政策。

• 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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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部分 资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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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组

• 有迹象表明一项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应当以单项资产为基

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企业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

计的，应当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

额。

资产组是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产生的现金流入基本独

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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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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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组能否独立产生现金流入是认定资产组的最关键因素

• 企业的某一生产线、营业网点、业务部门等，如果能够独立于其他

部门或者单位等创造收入、产生现金流，或者其创造的收入和现金

流入绝大部分独立于其他部门或者单位的，并且属于可认定的最小

的资产组合的，通常应将该生产线、营业网点、业务部门等认定为

一个资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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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资产组

• 某矿业公司拥有一个煤矿，与煤矿的生产和运输相配套，建有一

条专用铁路。该铁路除非报废出售，其在持续使用中，难以脱离

煤矿相关的其他资产而产生单独的现金流入，因此，企业难以对

专用铁路的可收回金额进行单独估计，专用铁路和煤矿其他相关

资产必须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资产组，以估计该资产组的可收

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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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产组的认定中，企业几项资产的组合生产的产品(或者其他产

出)存在活跃市场的，无论这些产品或者其他产出是用于对外出售

还是仅供企业内部使用，均表明这几项资产的组合能够独立创造

现金流入，在符合其他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将这些资产的组

合认定为资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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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企业生产某单一产品，并且只拥有A、B、C三家工厂。三家工厂分别位于三个不同的国

家，而三个国家又位于三个不同的洲。工厂A生产一种组件，由工厂B或者C进行组装，最

终产品由B或者C销往世界各地，工厂B的产品可以在本地销售，也可以在C所在洲销售

（如果将产品从B运到C所在洲更加方便的话）。

• B和C的生产能力合在一起尚有剩余，并没有被完全利用。B和C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依赖

于甲企业对于销售产品在两地之间的分配。以下分别认定与A、B、C有关的资产组。

• 假定A生产的产品（即组件）存在活跃市场，则A很可能可以认定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组，

原因是它生产的产品尽管主要用于B或者C，但是由于该产品存在活跃市场，可以带来独立

的现金流量，因此通常应当认定为一个独立的资产组。在确定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

公司应当调整其财务预算或预测，将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前提下A生产

产品的未来价格最佳估计数，而不是其内部转移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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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B和C而言，即使B和C组转的产品存在活跃市场，B和C的现

金流入依赖于产品在两地之间的分配。B和C的未来现金流入不可

能单独的确定，因此，B和C组合在一起是可以认定的、可产生基

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的资产组合。B和C应

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在确定该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

公司也应当调整其财务预算或预测，将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建立

在公平交易的前提下，从A所购入产品的未来价格的最佳估计数，

而不是其内部转移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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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A生产的产品不存在活跃市场。

•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A生产的产品不存在活跃市场，它的现金流入依赖于B或

者C生产的最终产品的销售，因此，A很可能难以单独产生现金流入，其可收

回金额很可能难以单独估计。

• 而对于B和C而言，其生产的产品虽然存在活跃市场，但是B和C的现金流入依

赖于产品在两个工厂之间的分配，B和C在产能和销售上的管理是统一的，因

此，B和C也难以单独产生现金流量，因而也难以单独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 因此，只有A、B、C三个工厂组合在一起（即将甲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才很

可能是一个可以认定的、能够基本上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的资产组合，

从而将A、B、C的组合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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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在认定资产组时，应当考虑企业管理层管理生产经营活动

的方式（如是按照生产线、业务种类还是按照地区或者区域等）

和对资产的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

• 比如，某服装企业有童装、西装、衬衫三个工厂，每个工厂在核

算、考核和管理等方面都相对独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工厂通

常为一个资产组。

• 如果某些机器设备是相互关联、互相依存的，其使用和处置是一

体化决策的，那么这些机器设备很可能应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SN
AI
 

 
SN
AI
 

 
SN
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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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应当与其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式

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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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各

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各项资产的账面价

值。（不含商誉的情况）

• 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应当作为各单项资产的减值损失处理，

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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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都应当作为各单项资产的减值损失处理，

计入当期损益。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最

高者：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该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的)和零。因此而导致的未能分摊的

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其他各项资产

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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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应当包括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并可以合理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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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产组处置时如要求购买者承担一项负债(如环境恢复负债等)、该

负债金额已经确认并计入相关资产账面价值，而且企业只能取得

包括上述资产和负债在内的单一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的，为了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在确定资产组的

账面价值及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应当将已确认的负债

金额从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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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资产组的减值

• 公司有一条甲生产线，该生产线生产某精密仪器，由A、B、C三部机器构成，

成本分别为400 000、600 000和1 000 000元。使用年限为10年，净残值为零，

以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各机器均无法单独产生现金流量，但整条生产线构成

完整的产销单位，属于一个资产组。20×0年甲生产线所生产的精密仪器有替代

产品上市，到年底，导致公司精密仪器的销路锐减40％，因此，对甲生产线进

行减值测试。

• 20×0年12月31日，A、B、C三部机器的账面价值分别为200 000、300 000、

500 000元。估计A机器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50 000元，B、

C机器都无法合理估计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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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条生产线预计尚可使用5年。经估计其未来5年的现金流量及其恰当
的折现率后，得到该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600 000元。由
于公司无法合理估计生产线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公司
以该生产线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为其可收回金额。

• 鉴于在20×0年12月31日，该生产线的账面价值为1 000 000元，而
其可收回金额为600 000元，生产线的账面价值高于其可收回金额，
因此该生产线已经发生了减值，公司应当确认减值损失400 000元，
并将该减值损失分摊到构成生产线的3部机器中。由于A机器的公允价
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50 000元，因此，A机器分摊了减值损
失后的账面价值不应低于150 000元。具体分摊过程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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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A 机器B 机器C 整个生产线（资产组）

账面价值 200 000 300 000 500 000 1 000 000

可收回金额 600 000

减值损失 400 000

减值损失分摊比例 20％ 30％ 50％

分摊减值损失 50 000* 120 000 200 000 370 000

分摊后帐面价值 150 000 180 000 300 000

尚未分摊的减值损失

二次分摊比例 37.50％ 62.50％

二次分摊减值损失 11 250 18 750 30 000

二次分摊后应确认减值损失总
额

131 250 218 750

二次分摊后帐面价值 150 000 168 750 281 250 6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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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分摊比例，机器A应当分摊减值损失80 000元（400 000×20％），但由
于机器A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150 000元，因此机器A最多只能
确认减值损失50 000（200 000－150 000）元，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30 000
（80 000-50 000）元，应当在机器B和机器C之间进行再分摊。

• 根据上述计算和分摊结果，构成甲生产线的机器A、机器B和机器C应当分别确
认减值损失50 000元、131 250元和218 750元，帐务处理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机器A 50 000

——机器B           131 250

——机器C           218 75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机器A        50 000

——机器B       131 250

——机器C       218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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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资产

• 总部资产通常难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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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以及按合理方法分摊的总部资产部分。

• 在资产负债表日，如果有迹象表明某项总部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

企业应当计算确定该总部资产所归属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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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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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对某一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应当先认定所有与该资产组

相关的总部资产，再根据相关总部资产能否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

础分摊至该资产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一)对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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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应当将该部分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至该资产组，

再据以比较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的账面

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减值测试的顺

序和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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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相关总部资产中有部分资产难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分摊

至该资产组的，应当按照下列步骤处理：首先，在不考虑相关总

部资产的情况下，估计和比较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

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减值测试的顺序和方法处理。

• 其次，认定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的资产组组合，该资产组组

合应当包括所测试的资产组与可以按照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将该部分

总部资产的账面价值分摊其上的部分。

• 最后，比较所认定的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包括已分摊的总部资产

的账面价值部分)和可收回金额，并按照前述有关资产组减值测试的

顺序和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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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公司系高科技企业，拥有A、B和C三个资产组，在20×0年末，

这三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200万元、300万元和400万元，

没有商誉。这三个资产组为三条生产线，预计剩余使用寿命分别

为10年、20年和20年，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由于ABC公司

的竞争对手通过技术创新推出了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并且受到

市场欢迎，从而对ABC公司产品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为此，

ABC公司于20×0年末对各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

• 假定各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难

以确定，企业根据它们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算其可收

回金额，计算现值所用的折现率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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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首先应当认定与其相关的总部资产。

ABC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由总部负责，总部资产包括一栋办公大

楼和一个研发中心，其中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为300万元，研发

中心的账面价值为100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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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难以在

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至各相关资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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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资产组A 资产组B 资产组C 合计

各资产组账面价值 200 300 400 900

各资产组剩余使用寿命 10 20 20

按使用寿命计算的权重 1 2 2

加权计算后的账面价值 200 600 800 1600

办公大楼分摊比率(200、600、
800/1600)

12.5% 37.5% 50.0% 100.0%

办公大楼账面价值分摊到各资产组
的金额

37.5 112.5 150.0 300

包括办公大楼分摊金额的各资产组
的账面价值

237.5 412.5 550.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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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资产组A 资产组B 资产组C

包括研发中心在内的最
小资产组组合(ABC公司

)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

1 36 32 18 16 20 18 78 68
2 62 46 32 24 40 30 144 108
3 74 48 48 32 68 44 210 138
4 84 48 58 34 88 50 256 146
5 94 48 64 32 102 50 286 142
6 104 44 66 28 112 48 310 134
7 110 42 68 26 120 44 324 122
8 110 36 70 22 126 42 332 108
9 106 30 70 20 130 36 334 96
10 96 24 70 18 132 32 338 84
11 72 16 132 28 264 56
12 70 14 132 24 262 50
18 36 2 102 8 194 16
19 28 2 85 6 170 12
20 20 2 70 4 142 8

合计 398 328 542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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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组A未减值

• 资产组B确认84.5万元值损失，并将该减值损失在办公大楼和资产

组之间进行分摊。办公大楼减值23.05万元(84.5×112.5／412.5)，

资产组B中所包括资产发生减值61.45万元(84.5×300／412.5)

• 资产组C确认8万元值损失，并将该减值损失在办公大楼和资产组

之间进行分摊。办公大楼减值2.18万元(8×150／550)，资产组B

中所包括资产发生减值5.82万元(8×4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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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组A、B、C和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分别为200万元、239万

元、394万元和275万元，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仍为100万元，

由此包括研发中心在内的最小资产组组合(即ABC公司)的账面价

值总额为1207.50万元(200＋238.55＋394.18＋274.77＋100)，

但其可收回金额为1440万元，高于其账面价值，因此，企业不

必再进一步确认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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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第四部分 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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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证
监会发布《会计
监管风险提示第8
号——商誉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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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

•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 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不大于分部报告的分部。

• 企业因重组等原因改变了其报告结构，从而影响到已分摊商誉的

一个或者若干个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构成的，应当按照合理的

方法，将商誉重新分摊至受影响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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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行资产减值测试，因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应当

自购买日起按照合理的方法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难以分摊至相关

的资产组的，应当将其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组合。

• 在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时，应当

按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公允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按

照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占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

合账面价值总额的比例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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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

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先对不包含商

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可收回金额，并与相

关账面价值相比较，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再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

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比较这些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

账面价值（包括所分摊的商誉的账面价值部分）与其可收回金额，如

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

认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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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值损失金额应当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商

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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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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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资产账面价值的抵减，都应当作为各单项资产(包括商誉)的

减值损失处理，计入当期损益。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不

得低于以下三者之中最高者：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如可确定的)、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

确定的)和零。因此而导致的未能分摊的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

照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

比重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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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反映的商誉，不包括子公司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

誉。但对相关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应当调整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将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包括在内，然后根据调整后的资产组

账面价值与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的预计包括了少数股东在商

誉中的权益价值部分）进行比较，以确定资产组（包括商誉）是否

发生了减值。

• 如已发生减值，应当确认归属于商誉的减值，将该损失在可归属于

母公司和少数股东权益之间按比例进行分摊，以确认归属于母公司

的商誉减值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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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商誉的减值
• 甲企业在20×0年1月1日以1 6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乙企业80％股权。在购买日，乙企业可辨认资产的公

允价值为1 500万元，没有负债和或有负债。因此，甲企业在购买日编制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确认商誉

400万元（1 600-1 500×80％）、乙企业可辨认净资产1 500万元和少数股东权益300万元（1 500×20

％）。

• 假定乙企业的所有资产被认定为一个资产组,而且乙企业的所有可辨认净资产均未发生资产减值迹象，未进

行过减值测试。由于该资产组包括商誉，因此，它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 在20×0年末，甲企业确定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为1 000万元，可辨认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 350万元。

由于乙企业作为一个单独的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1 000万元中，包括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在商誉价值中享

有的部分。因此，出于减值测试的目的，在与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之前，必须对资产组的账面价

值进行调整，使其包括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价值100万元(（1 600/80％-1 500）×20％)。然后再

据以比较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确定是否发生了减值损失。其测试过程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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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末 商誉 可辨认资产 合计

账面价值 400 1 350 1 750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
益的商誉价值

100 － 100

调整后帐面价值 500 1 350 1 850

可收回金额 1 000

减值损失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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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资产组发生减值损失850万元，应当首先冲减

商誉的账面价值，然后再将剩余部分分摊至资产组中大的其他资

产。850万元减值损失中有500万元应当属于商誉减值损失，其中

由于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商誉仅限于甲企业持有乙企业80％

股权部分，因此，甲企业只需要在合并报表中确认归属于甲企业

的商誉减值损失，即500万元商誉减值损失的80％，为400万元。

剩余的350万元（850-500）减值损失应当冲减乙企业的可辨认资

产的账面价值，作为乙企业可辨认资产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的

分摊过程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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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末
商誉 可辨认资产 合计

账面价值 400 1 350 1 750

确认的减值损失 －400 －350 －750

确认减值损失后的账面价值 － 1 00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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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年末 商誉 可辨认资产 合计

账面价值 400(-360) 1 350 1 750

未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
的商誉价值

100(-90) － 100

调整后帐面价值 500(-450) 1 350 1 850

可收回金额 1 400

减值损失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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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第五部分 要点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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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在课程的最后都要有一个要点回顾，或者重要概念、难点问题的回顾，起加深印象的作用。



总体逻辑 是否有减值迹象？

单项资产能否估计

可回收金额？

认定资产组

分配商誉到资产组

帐面价值大于可回

收金额吗？

减少商誉的帐面价值

减少资产组的帐面价

值

结束

是商誉吗？

确定可回收金额

帐面价值大于可回

收金额吗？

减少资产的帐面价值

结束

结束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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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1、确认

2、单项资产

3、资产组

4、商誉

SN
AI
 

 
SN
AI
 

 
SN
AI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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