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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作为一个系统
,

它是 由人
、

财
、

物三个子系统构成的
。

而固定资产又是 “ 物 ” 这

个子系统的组成部分
。

固定资产是企业进行再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
,

因此
,

每个企业都必

须花费一定的
·

投资
,

用 以购置为生产所需的固定资产
。

在生产过程中
,

随着固定资产物质

磨损
,

一方面固定资产的生产效率逐渐下降
,

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日常维修费却 日益上升
。

所 以
,

固定资产在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之后
,

就必须对之进行更新
。

否则企业各项技术指标

就难以完成
,

这是企业固定资产需要更新的一种情况
。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
,

出现了性能好
、

效率高的新的固定资产
,

使原有的固定资产继续使用成为不经济
,

从而引

起固定资产使用期限缩短
。

但是
,

由于固定资产更新需要大量资金
,

过多过早地进行更新

是不合适的
,

因此
,

开展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分析系统化间题的研究与探讨
,

这是当前企业

进行 固定资产更新投资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

个充分大的数即可
。

如为同类型项目排序
,

同时每年有产量募求
,

可根据这种产量要求建立每一阶

段的产量约束方程
,

并分两种情况处理 柔性约束
,

即每阶段已投产的项 目 的产量

如不满足约束
,

将造成与这种差额相关的损失
。

将这种损失计入指标函数
。

刚 性 约

束
,

其它 同前
,

只将损失值令为一充分大数值即可
。

这里
, ‘ 、 、

△
、

△ 小 等数据的处理采用 了简化的形式
,

如 应

是分年度投入的
,

其它则应每年数值不同
。

但简化处理不影响本模型的功能
。

如希望更精

确一些
,

其它数值只要多进行一点现值折算即可
,

而 本身已可看作是各年投入数折算成

年初现值的结果
。

本模型处理项 目的数量并不是无止境的
,

因为它的计算时间实际上同项 目 数

成 的关系
。

当 充分大时
,

再好的计算机也将无能为力
。

但本模型一般是处理 某方面或

一个工厂
、

公司等的一定范围内的相关项 目的排序
,

也可处理大型工程计划 中的同类型项

目排序
,

现实情况 中这些问题的项 目数量很有 限
,

大部分在十个左右
,

而利 用 最 一 般的

微机计算 个左右的项 目也只需半个小时
,

如机器性能较好
,

处理 个左右项

目也很轻松
,

所以模型对项 目数量的限制并不影响它的实用性
。



一
、

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分析系统考虑的因素

企业固定资产需要更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只有系统地
、

全面地考虑这些因素
,

才能

使企业固定资产更新符合技术上先进
,

经济 卜合理的原则
。

因此
,

需要 系 统 考 虑的因素

是

固定资产的寿命因案
。

企业固定资产分析
,

首先应考虑其寿命
,

以利于充分发挥 固

定资产的作用
,

做到物尽其用
。

固定资产的寿命包括三个方面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

又称物理寿命
,

它是指固定资产从投入使用到清理报废的

全部时间
。

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
,

固定资产要以物理寿命为更新时间
。

固定资产的技术寿命
。

固定资产的技术寿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性能更高的

固定资产不断出现并代替陈旧的
、

低效能的 固定资产
,

使原有固定资产在没有达到使用寿

命时就报废 了
。

这些被代替的可以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
,

而没有达到使用期限就被硬性淘

汰所经历的时间
,

就是固定资产的技木寿命
。

因此
,

固定资产技术寿命长短
,

主要取决于

技术进步快慢
,

在当前技术竞争的条件下
,

固定资产的技术寿命因素
,

在 我 们 更 新分析

中
,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

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
。

当某项 固定资产从开始使用到经济效益不高时所经历的

全部时间
,

就是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
,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固定资产的年平均使用成本

达到最低值时所间隔时间
。

固定资产经济寿命既考虑了由于固定资产再继续使用造成低效

率高费用的因素
,

又考虑了由于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更新时间太快
,

投资量大
,

成本高的因

素
。

可见
,

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
,

以经济寿命为固定资产更新最佳时间是比较适宜的
,

也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

因此
,

我们详细研究经济寿命对固定资产更新的影响
。

由于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长短主要取决于它一年平均使用成本高低
,

固定资产年平均

使用成本越低
,

固定资产经济寿命越短
,

相反
,

则越长
。

对此
,

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固定

资产平均使用成本大小变化情况
。

年平均使用成本的计算方法大致可分三种 第一
,

年使

用及维修费用基本上是稳定的经济寿命
。

也就是说
,

某项固定资产连续多年的使用及维修

费用经常保持不变
,

因而无法表明在哪几年进行固定资产更新较为经济合理
。

这时可用下

式表示

若设
,

—代表固定资产年平均使用成本

—代表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

—代表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 ,

—代表固定资产年平均使用费及维修费用

—代表固定资产残值

卫二一代表现值为 元
、

年数为
,

利率为 的年金值 ,

记 —代表终值为 元
,

年数为
,

利率为 的年金值
,



贝

—
或 “

—
一

‘扩‘斌

可见
,

公式 既未考虑固定资产的残值
,

也未计算利息
,

时间越长
,

即 ‘ 值越大
,

则令值就越刁· ,

值就越小 , 公式 ,

因此
,

固定资产使用的

既考虑 了利息 因 素
,

又

考虑 了固定资产残值
,

这说明了 值 越 大
,

侧 和 斌 的值也 越 大
, 亡侧 和

‘、 的值 就越小
,

值就越小
。

所 以
,

当年使用及维修费基本稳定的时候
,

固定资 产 的

经济寿命就是它的使用寿命
。

第二
,

不稳定的经济寿命
。

这种情况下的固定资产经济寿命就是该固定资产的年使用

及维修费用最低的那一年
。

因为某项 固定资产各年的使用及维修费用变化 没 有 一 定的规

律
,

有的年份增多
,

有的年份减少
,

因此
,

各年费用就各不相同二

例
,

某企业有一项设备
,

预计物理寿命为 年
,

原始价值为 。万元
,

假 定 不考虑

利息与残值等因素
,

其有关数据如表 一 所示

表一 单位 万元

年平均使用成本
到到 年止的左左弃弃 年使用及维修费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用

平平均资本 比盛盛扛扛 使用及维 ”” ”年“用累计
圃塌罐戳年止的年平平
均使用及维修费费

罕带该矿
二

号号号
马

场
·

一
家。。。

表 一 说 明
,

各年的固定资产使用 及维修费用没有明显规律
,

某些年份的发生额突

然上升或下降
,

只有经过平均后才趋于缓和
。

总的发展趋势是逐年下降
。

但随着固定资产

使用 到将近报废
,

年使用 及维修费用波动很大
,

由此引起的年平均使用成本上下起伏很明

显
。

在这种情况下
,

固定资产的年平均使用成本在使用过程中达到最低水平之后
,

以后各

年再也达不到这个水平
,

即表 一 中的第七年
,

也就是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
。

第三
,

固定资产的年使用成本及维修费用逐年增长的经济寿命
。

这是指固定资产年使



用及维修费用随着时间推移而逐年增加
,

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 中是比较常见的
。

在一般年

份
,

基本上是呈等差级数增长
,

每隔几年就猛增一次
,

这主要是由于固定资产使用时间越

长
,

所需的使用费用及维修费用越大
,

且每隔一定年限还要大修
,

但这些费用分摊到各年

以后
,

仍然是逐年上升
。

例
,

某企业有一设备
,

其原值为 万元
,

如果不考虑残值和利息因素
,

那么使用及

维修费用在第一年没有支 出
,

从第二年开始每年递增
,

元
,

其有关数据和变 动 情况如

表 二 所示

表 二 单位 元

年 · 使 用 及 准 修 费 用

当年支 出数 各年累计支 出数 平均数

一
一

。

一一

一

一

一
” , ”

, , ,

⋯
年平均使用

成本合计 ”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

,

,

翌旦一匕吕叼 二州” ,

⋯ “ ,

。, 。。 ⋯
, 。。 ⋯

由表 二 可知
,

该企业的这项 固定资产的年平均使用成本从第二年开始逐年减少
,

到第六年为最低
,

从第七年开始又逐年增大
,

所以 该 项 固 定资产的经济寿命是 年
。

此

结果用公式计算也可得到 同样答案
。

假本固定资产经济使用年限为
,

原始价值为
,

固定资产维修费为等差级数递增
,

第

一年维修费用为
,

第二年为
· ·

⋯
,

第 年为
,

于是 固定资产维修费用的年平均额为

十

固定资产年平均使用费

以 代 表 固定资产年平均使用额和年维修费用的年平均额之和
,

则
,

兰 业卫些



如果要求得最佳经济年限 值
,

就要使 值最小
,

此时
,

只需对 求导数即可
,

并 令 其
‘

则

〔令
、

—
二

所以最佳经济使用年 限 二 训

上例 中
, , , , ,

则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为

训 劝
, ,

八

澎

年平均使用 成 本 “ “

—

年

, , 一

十

—
二

,

元

计算结果与表 二 数据相符
。

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出上述计算结果
,

我们可以用坐标

图来表示
,

如下图所示

刀众 阅

翻 的

氏 翻

月,盈
才氏

权

一 一之
’

一
’

落一享
,

一 『布一岌犷了扩一认厂 火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年

上图 中的 表示年平均使用及维修费用 “ 表示年平均使用成本
,

表示年平均使用

成本合计 点表示 固定资产的经济寿命
。

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
。

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包括使用磨损和 自然磨损
。

使用磨损是指

固定资产 由于使用而使零部件受到磨擦
、

振动和疲劳
,

从而造成固定资产实体产生磨损

自然磨损是指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 中
,

由于 自然力侵蚀
,

从而使其损失
。

固定资产有形磨损程度如何是固定资产是否更新的主要依据
,

可分别不 同情况进行测

定
。

由于固定资产的磨损量是固定资产有形磨损大小的直接因素
,

因此
,

固定资产的磨损

程度可分别按下面几种情况测定

固定资产的零部件磨损是 由磨擦造成的
,

假设
,

代表 固定资产 中 零部件的



磨损量

—代表零部件 的实际磨损量

—代表零部件 的允许最大磨损量

则 竺三‘ 、

固定资产磨损是 由零部件疲劳造成的
,

假设
,

—固定资产零部件 的实际服务期

—固定资产零部件 的疲劳损坏期 ,

,

则 廿共

在计算前两种情况 的基础上
,

—固定资产有形磨损量 ,

—固定资产零部件磨损总数

—零部件 的价值
。

确定整个固定资产的年平均磨损程度
,

假 设
,

习
·

则
习

固定资产有形磨损程度
,

如果利用 固定资产已使用期与按有形磨损规定的服务

期之比来表示
,

设

—代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按有形磨损规定的服务期

则 “

万
固定资产的无形磨损及其造成的经济后果

。
固定资产的无形磨损也 叫精神磨损

。

它是

由于生产友法的改进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

使同类结构和性能的机器设备
,

能以更少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再生产 出来
,

因此引起原有伺定资产价值相对降低 还由于出现了新

的技术
,

发 明了新的
、

效率更高的机器设备
,

使原有的机器设备的继续使用成为不经济
,

因此引起使用期限缩短
,

以致提前报废
。

固定资产无形损耗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

也是推

动技术向前发展的时素
。

在现实经济生活 中
,

无形损耗是考虑固定资产是否更新不可忽视

的因素
。

但是
,

无形损耗大小是很难进行确定和计算的
。

我们只能用无形损耗率来确定和

计算固定资产无形损耗程度
。

假设
, 。

—固定资产原始价值
。

—新 固定资产价值与旧固定资产价值的比率

—新 固定资产生产率与旧固定资产生产率的比率
。

。 一

则 ‘ 一

百
一

一元丁



。

如果我们以 代表 旧机器相对于新机器的贬值程度 长于
, ,

即综合了以 上 。、 , 两
’

一 一 一 ” 一 一
‘ ’

一

项因素
。

上述公 式变为 。 一 二 一

公式 中 一 则为固定资产无形损耗率 , 为固定资产贬低值
。

固定资产综合磨损的计量
。

上面我们分别研究了固定资产的有形磨损与无形磨损
,

在此
,

我们应将这两种磨损综合起来考虑
,

从而综合衡量固定资产更新的最佳年限
。

其综

合衡量指标为 假设
,

—代表 固定资产综合磨损率

尸

—固定资产有形磨损率

—固定资产无形磨损率

则 一 为固定资产有形损耗后的残余价值

一尸 为固定资产无形损耗后的残余价值 ,

因此
, 一 一 一

又设
, 。

—新 固定资产的价值与旧固定资产价值的比率

—新 固定资产修理费用 与旧固定资产修理费用的比率
。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

固定资产经过两种磨损作用后
,

残余价值率均可用下式计算
,

即

一 ,

将公式 代入公式 得

二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二了一
,

一

—
人。 一

以上我们着重研究了固定资产更新分析系统化问题需要考声的因素
。

在此基础上
,

我

们还需要对固定资产更新模型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
。

二
、

固定资产更新模型及数量分析

固定资产进行更新的最佳时机
,

是使固定资产投资和各年度的经营费用总和达到最小

值
。

因此
,

通过对企业固定资产更新模型的研究与分析
,

可以帮助我们在不同情况下选择

最佳的固定资产更新期限
。

一 固定资产更新模型的种类
。

当企业固定资产损耗到一定程度后
,

就会出现效率

低
、

性能差
、

维修频繁以至于修理费用高于购置 费用等情况
。

因此
,

我们必须用在技术上

先进
,

经济上合理
,

新 的固定资产来取代已不能继续使用或经济上不合理的固定资产
。

企业固定资产更新 时
,

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固定资产折旧基金
。

它是随着固定资产损耗

而转移到产品成本 中的那部分价值
,

并随着产品价值的实现而收回的货币准备金
。

由于不

同时期
,

不同企业的不同要求
,

固定资产损耗快慢
、

管理方式以 及生产特点不一样
,

因而

折 旧 基金形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
。

在实践 中
,

固定资产更新模型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折 旧基

金提取的方式
。

由于提取折 旧基金方式是多样的
,

所以 固定资产更新模型和方式也是多样

的
。

如
,

有的是 固定资产部分更新
,

有的是固定资产全部更新
,

有的是尚能运转的原有 固



定资产之外形成新 的生产能力等等
。

总之
,

可归纳如下图所示

快速模型 —复利模型

慢速模型
年金模型

偿还基金模型

了、、

型模息计

匀速模型 —直线模型

厂定率递减模型
力口速模型 年序递减模型

火 等差递减模型

型模息计不

到
廿

模间时固定资产

更‘ ’型

⋯
狡

工作量模型
实物模型 工时模“

从 产量模型

固定资产更新 模型图

二 固定资产 更新模型的计 方法
。

根据 固定资产损耗的价值是以折 旧方式提取和

计入产品成本的方法不 同
,

因而固定资产更新 的不 同模型
,

其计算方法也多种多样
。

这里

试从数学角度
,

进行分析概括
。

直线模型
。

此模型又称 “ 使用年限模型 ” ,

它是固定资产更新最基本的模型
,

也是

现行普遍使用的方法
。

它是根据 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 中平均持 续 时 间 来 计 算
。

例 如 某

种机器
,

平均用多少时间
,

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 中只持续 天
,

那么

它平均每个工作 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
,

因而把它的价值的 转给每天的产品
。

一切

劳动资料的损耗
,

例如把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
,

以及它们的价值每天往产品上相应地

转移
,

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
。 ” 见马克思 《资本论 》第一卷第 页

。

也就 是 说

折 旧基金是按固定资产使用寿命的平均数提取和计入产品成本的
,

固定资产更新 期就是固

定资产的使用寿命
。

其计算公式如下

设 —代表固定资产的年折 旧额

—代表固定资产原始价值

—代表 固定资产报废 时的清理 费用

—代表固定资产的残值 ,

—代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

则 二 一竺竺
二兰 ‘

例
,

某项 固 定
‘

资 产原值 为
,

元
,

清理费用 为 元
,

残 值 为 元
,

使用年
限 为 年

,

求每年的折 旧额
。

解 、额 里共二一
, 一

,

元



此模型计量方法
,

计算简单
,

运算方便
,

但是不能反映大部分固定资产使用 时的实际

磨损情况
,

不能如实地反映固定资产生产能力的降低
,

影响着成本的正确计算与利润的合

理分配
。

一旦发生无形损耗时
,

会因折 旧按使用时间平均计算
,

后期折 旧相对较大而带来

损失
。

等差更新模型
。

此方法认为 固定资产价值在使用期内每年按一定金额不断递减
,

每年折旧金额也应该按一定金额递减
。

即随着固定资产的使用而逐渐减少折 旧额的提取而

建立起来的更新模型
。

其公式为

设固定资产原值为
,

残值为
,

使用年限为
,

每年年折 旧额分别为
, ,

,

⋯ ⋯ 组成等差
,

公差为日
,

则折旧总金额是

折 旧总金额 二 原值 一 残值
,

即

一

生 ⋯ ⋯

定率递减模型
。

计算公式为

设固定资产折旧率为
,

则 , 一 ·
一

例
,

某企业有一项 固定资产
,

其原始价值 为 万元
,

年折旧率
,

预计使用年 限

为 年
,

则每年的折 旧额 为
一 · ‘ 二 , 火 ,

一 一 · , , ’
·

⋯

。 一 · , “ 二

五年后尚有折 旧额 元
,

如不收回就在固定资产更新时设有足够的货币准备金
,

因

而可在第 年和第 年改用其他方法提取折旧
,

但又非常麻烦 。
所以

,

要解决这个问题可

根据上述公式变换后求得
,

假设
,

代表固定资产的净值
,

代表固定资产的 残 值
, ‘

为

残值率
,

则 一 一

亡 一 故 二 一 研

,

二
,

一 产 一 , 一 、 ,

年序递减分数模型
,

又称年数比例模型 , 它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初期
,

以较高的折 旧

率来提取折 旧基金
,

在使用后期逐年降低折 旧比率
,

以此来确定固定资产更新最佳时期的

模型
。

其计算公式为

一 · 尹

艺

式中
‘
代表尚未折 旧年数

,

艺 代表使用年数算术级数之和
,

即 艺
·

—
例

,

某企业有一固定资产
,

其原始价值 为
,

元
,

清 理 费 用为 元
,

残 值 为
,

元
,

预计使用年限为 年
,

其各年的折旧额为

万 竺 , , 吧 二

十
一 , , 年

艺



,

百于 一 , , 一 , ,

元

一

入 二 ‘云一‘ 一

么

, , 一 , ,

· 一 , , 一 ,

‘ 一

—
, , 一 , ,

一 匀

艺

一 二

—
, , 一 , ,

通过上面计算
,

我们得出 它每年折 旧额均 比上年递减
,

每年减少的金额为
,

生
,

故计算时
,

可每年递减
,

元
。

产量更新模型
。

它是按固定资产在使用过程中提供的产品数量来衡量其负荷程度
,

决定折 旧基金提取份额建立起来的一种更新模型
。

其计算公式为

设 —代表固定资产使用期预计生产总量
,

—代表固定资产使用 当期的生产总量
,

则
一

二

一年金更新模型
,

即将某一项固定资产的成本视为各年的拆 旧基金和固定资产残值两

者的现值
,

因此
,

在考虑和确定固定资产的更新模型时
,

可将固定资产成本中诚去固定资

产残值的现值
,

并考虑到固定资产购置投资的利息
。

由于折 旧基金各年相等
,

因而可看成

为年金
,

其计算公式为

二 理 兰 兰三元‘期利率 的复利现值
元 期利率 的年金现值

我们在进行 固定资产更新模型设置和计算方 法进行分析研究之后

资产更新进行再具体分析
。

,

还需进一步对固定

三
、

固定资产更新系统化的具体分析

前二节已述
,

引起 固定资产更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但是每项固定资 产 是 否 需要更

新
,

还要取决于具体情况
,

如

固定资产不适用所引起的更新
。

所谓 固定资产不适用是指固定资产本身处于 良好状

态
,

由于国家计划的变动或市场情况变化
,

使固定资产的能力不能适应或满足生产发展的

需要
。

这时固定资产必须进行更新
。

更新方式一般是将原固定资产处理后
,

重新购置 与生

产需要相适应的固定资产
,

或者是在原固定资产能力的基础 添置生产需要不足的部分
。



这两种更新方式
,

哪一种能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
,

需要在实际工作中粮据不同情祝进行具

体分析对比
。

例
,

某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
,

需增加现有一台设备的生产能力
,

有两种 方 案 可 供选

择 一种是卖掉现有这台设备
,

更新购置一台比现有设备功率大的
、

功能多的设备甲 另

一种是增添丫台与现有设备相似的普通设备乙
。

两种方案所得到的功率一样
。

选择哪种更

新方案最佳
,

需作如下分析

两种方案的设备使用费用 及成本费用如表 三 所示

表 三

一 病 价 一 使用年 限 。年耗电数
‘

阵维修 阵其他使 现在瞻可

各 称 残 值 二一门

—
一丁了芍不石薪

一

用费用 收回价值
元 估计 已用 度数 咒戮 费 元 元 元

一

一
寸一

一
一一一沪纽洲一一卜一 一

牛扩鹦牛型
一一

毕
一

阵裂鲤竿驾军黔巡牛止二
乙 旧

, ” ⋯ ⋯
, ,

不
, “

, ,

乙 新 , “
, ”“。 ‘ “

⋯
‘ ” ”, 。””

⋯
, ”。“ ”。。 ”

『

注 年利率

根据表 三 和 已知年利率等有关数据与资料
,

分析计算斑两种方案的年平均

使用成本
,

并对比两种方案的年平均使用成本哪个低
,

以作出正确的选择
。

其计算分析情

况如表 四 所示 表 四

方方案 元 方了 案 元
·

方案 一一

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甲 方 案

乙乙乙 旧 乙 新 艺艺 元

可可收回价值年年年
, ,,

以
‘卿卿 一

摊摊 销 额额额
投投资年摊销额额 , 勺勺

减减 残值年摊摊 八
销销 额额

加加 年耗电电电 残 一

年年维修费费 。。。 一 。。。

年年其它使用费费 一

年年平均使用成本本
, , , ,

一

注 是 为 年
,

的年金现值系数
。

是 为 年
, 二 的年金终值系

数 是为 年
, 二 的年金现值系数 了 是 为 年

, 二 的年金终值系数
‘

是 为 年
,

的年金现值系数 。、右 是 为 年
,

的年金终值系数
一

根据表 四 计算结果可以看 出蓄第二个方案的年平均使用成本高子第一个方

案
,

且第一方案是大功率多功能的设备
,

在技术上较普通设备先进得多奋
’

从经济与技术两

个方面系统分析
,

我们就应卖掉现有设备
,

采取第一方案
,

购置多功能设备为宜
。



不宜大修所引起的里断
。

为 了充分发挥 固定资产的使用功能
,

做到物尽其用
,

可以采取对固定资产局部或整体

的大修而延长使用寿命
。

但这祥傲在经济上是否合理
,

在技术上是否先进
,

就需要我们在
大修和更新之间

,

从经济与技术角度进行对比分析
,

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与决策
。

例
,

某企业有一台设备已使用多年
。

从 目前情况看还不算落后
,

所 以
,

该企业决策部

门拟对该设备进行大修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

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费用支出
,

提高使用效率
,

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

但投资部门对此要作如下分析

首先
,

该设备如要继续使用
,

必须进行完全大修
,

所需修理费用
, 。 元

,

大修后可

延长使用寿命 年 ,

其次
,

大修后每年需付出维修费用
,

元多

第三
,

如果购置一台新设备
,

需投资
,

元
,

可使用 年
,

在使用过程中
,

每年需

支付维修费用 元 ,

第四
,

假定利率为 了
,

两种设备消耗的能源相同
,

旧设备的残值忽略不计 ,

第五
,

对大修后使用 年和新购置使用 年的年平均使用成本对比计算结果
,

详见下

表 五

表 五

年 平 均 使 用 成 本 元

大修理
合 计 ⋯

更 新

修理费用

维护费用

合 计

购置价值

维修费用

,

, “ 二 ,

一

,

,

八 , ,

差额 一 , 一 , 二

注 是
,

为 年的年金现值系数
。 是 二 ,

为 年的年金现值系数

表 五 计算结果表明
,

大修后的年平均使用成本
,

元
,

较新购置的年平 均 使用

成本
,

元
,

每年多支出 元
。

因此
,

投资部门据此就可以认定企业准备大修的方案是

不合算的
,

更新的效益要大于大修的效益
。

固定资产陈旧所引起的更新
。

由于固定资产使用年限增加
,

固定 资产的功能就逐渐降低
,

如果在生产中再使用
,

就

不会达到应有的效果
。

因此
,

必须 以新的
、

效率更高的设备来替代
。

但在实际工作中
,

有

的企业是不愿意放弃陈旧设备的
,

因为他们考虑到不需要增加产品产量
。

这时
,

作为投资

部门就需帮助企业确定是继续使用现有设备
,

还是更新原有设备
,

兹举例说明之

例
,

某企业现使用的甲设备虽已陈旧
,

但仍可使用 年
,

尽管市场上现巳出现功效



较高的同类型乙设备
,

但企业并不太感兴趣
,

认为不需进行更新
。

刘此
,

投资部门就需进

行如下分析计算
。

第一 ,

这两种设备都生产
、

两种产品
,

其有关数据如表 六 所示

表 六
’

一 卜 一
、 、 , 二

⋯
·

、 。 一 一一
一 设 备 类 型 。 , 一 。

序号 一 、 百一一
铸 贯 大 纽 甲 乙 乙一甲一

”
⋯ 项 目

一 一
’

一 ⋯
」原始价值 元

, 。。。 ⋯
, 。。。

下一
一

汕
一

预计残余价值 元 一

” 现 出售可收回价值 元 ’ ,

一

万门使用年限 年 ⋯
生产每 。

二

产品所需工 。
·

、 。寸
·

⋯
·

一。
·

⋯生产每件 产品。、需工时
·

刁、 ,、 一
”

⋯一

每工时费用 元 ‘ ‘

人工费用 元 ⋯
。

·

。
·

。 动力费用 元

。 其他费用 元 ‘ ‘

⋯
第二

,

据调查
,

在近几年内市场需求量仍为企业现有的销售量保持不变
,

产品 件
,

产品 件
,

贷款利率
。

第三
,

根据表 六 的数据
,

对甲乙两种设备的年平 均

使用成本对 比 计 算 结果如表 七 所示 第四
,

通过表 七 计算结果表明
,

乙设备的

年平均使用成本低于 甲设备平均使用成本的 元
,

此时
,

投资部门就需建成该企业 以乙

设备取代甲设备
,

在经济上是合算的
。

总之通过对固定资产更新分析系统化间题研究
,

就

可为企业更新进行正确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

表 七

认
设 备 ⋯ 。

⋯
’

乙

几
一甲

项 目 甲 。 一甲
、 、 】

,

瀚 合 计
、

。

一
。

工 时 费
卜 ’ ‘ ’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总 额 七 。 ” 件

· · · ·‘
·

。 。。
·

、 。, 。 一
,

‘元 , 产 品 ⋯
。。件

·

。 ,
· , 。 。。

·
二 , 。。‘ 一

, 。

没备的年摊销额 元 ‘

洲黔翼扮 粼黔篡
一 ‘

一累 计 元
,

注 为
,

的年金现值系数
。

,

数
。

为
,

的年金现值系数
。 」

为
,

的年金 终 值 系

为
, 二 的年金终值系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