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计研究》1996. 10
外国会计

关 于国际会计准则“固定

资 产 ”的 新 旧 比 较

●刘仲文

　　国际会计准则 IA S16, 是规范财务报表中如何

反映固定资产核算与报告的准则。该准则自 1982 年

3 月公布 1983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1993 年重新修

订, 并于 1995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新修订准则。从

总体内容上看, 修订后国际会计准则 IA S16 变化很

大, 同时还将国际会计准则 IA S4“折旧会计”的部分

内容并入。本文试图从标题、适用范围、定义及内容

上比较分析修订准则在原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

IA S4 基础上的调整与变化。

一、有关该准则名称

原国际会计准则 IA S16 (简称原准则) , 题为固

定资产会计 (A CCOUN T IN G FOR PRO PER T Y,

PLAN T AND EQU IPM EN T)。新修订国际会计准

则 IA S16 (简称修订准则) , 题为固定资产 (PRO PER2
T Y, PLAN T AND EQU IPM EN T)。从名称上看, 修

订准则删掉“会计”二字, 体现出该准则涉及的内容

更宽, 不仅是会计处理问题。标题在翻译上是转译,

并未忠实于原文。近年来国外会计界正在探讨取消

固定资产 (F IXED A SSET S) 这一概念, 因其是与流

动资产相对应产生的, 但它又不能概括与流动资产

对应的全部资产的特性。若将资产严格分为固定资

产和流动资产两类, 则无形资产和长期投资等资产

不包括在其中。因此实际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从

原准则制定开始始终采用的是财产、厂房及设备

(PRO PER T Y, PLAN T AND EQU IPM EN T ) 作为

该准则的标题。而且在原准则与修订准则行文中凡

是中文使用固定资产的地方, 英文都是用 PRO PER2
T Y, PLAN T AND EQU IPM EN T, 该准则的英文版

本中未出现 F IXED A SSET 一词。

二、修订准则目的、范围及定义的变化

(一)明确准则的目的, 扩大准则适用范围

修定准则除增加目的段落对该准则的中心议题

做出概括性说明外, 明确该准则不仅规范固定资产

的会计处理问题, 而且规范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

理问题。

修订准则明确提出准则的适用范围, 将原准则

的适用范围扩大了, 增加了有关固定资产折旧、开发

不动产的支出及政府补助金的议题。原准则在引言

第四段中规定 IA S16 中不包括固定资产的折旧金额

的分摊期间的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已在 IA S4 中阐

述。修订准则声明它不仅替代原 IA S16, 而且替代了

IA S4 中的关于固定资产折旧的有关规定。修订准则

在第三段删改了准则不适用的范围, 将原准则不研

究的“开发不动产的支出”、“政府补助金”的议题删

除, 将其包括在修订准则研究的范围之中。

(二)增补并删改有关定义

1. 增加有关定义

修定准则规定九条定义, 比原准则 IA S16 增加

“折旧”、“折旧额”、“使用年限”、“成本”、“残值”、“帐

面价值”六个定义。与原准则 IA S16 定义加 IA S4 定

义之和相比, 增加“成本”、“残值”、“帐面价值”三个

定义, 可见修订准则 IA S16 扩大范围后将 IA S4 中很

多内容包含在内了。

2. 重新定义固定资产

修订准则在原准则 IA S16 中“固定资产”与

IA S4 中“应计折旧资产”两个定义的基础上重新定

义了固定资产 (PRO PER T Y, PLAN T AND EQU IP2
M EN T )。修订准则 IA S16 对于固定资产的定义只给

出该资产的两个条件:

(1) 企业用于生产、提供商品或劳务、出租或为

了行政管理目的而拥有的;

(2) 预计使用期限超过一个会计期间的有形资

产。

固定资产必须同时符合上述两个限制条件。修

订准则删除了原准则 IA S16 固定资产定义中的其它

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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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改有关定义名称及内容

以“折旧额”代替原准则 IA S4 中“应计折旧金

额”的定义, 不仅更改定义的名称, 而且内容上取消

原准则中不研究由于重估价值代替历史成本所产生

的差异的规定。

对原准则中“可收回金额”定义进行重新修改,

定义为“企业从资产的未来使用中预计可能收回的

金额 (amoun t) , 包括资产清理后的残值 ( residual

value)”。原准则的定义为“企业从资产的未来使用中

能够收回的帐面净值 (net carrying amoun t) , 包括资

产清理后的可变现净值 (net realisab le value) ”。

三、修订准则内容的变化

修订准则内容的主要变化有五方面:

1. 明确要求固定资产最初应以其成本计量;

2. 增加固定资产在初次确认后的计量指南;

3. 增加以其它资产交换获得的固定资产 (即非

货币性资产交易)的初次计量指南;

4. 增加与前期已借记收益的重估价减少额恢复

有关的重估增值的指南;

5. 将 IA S4“折旧”的有关内容并入。

本文将按照修订准则的结构分别与原准则进行

比较, 讨论其修订内容的主要变化。

(一)固定资产的确认

鉴于国际会计委员会对修改原准则的语言应与

国际会计委员会制定的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

框架 ( IA SC 框架) 所使用的语言一致, 修订准则增加

了对固定资产确认的要求。IA SC 框架要求特定资产

应同时满足其定义及确认条件。因此修订准则增加

两条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 即:

1. 与该项资产相关的未来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

2. 企业可以可靠计量该资产的成本。

在规范单独项目构成的固定资产时, 增加备件

和维修设备的确认, 规定如果它们“仅与个别固定资

产相关, 而且预计使用是无规则的, 则应作为固定资

产来核算, 并在不超过相关资产的使用期限内计提

折旧”。原准则中仅将其作为建议提出, 修订准则将

其准则化。

修订准则在第十四条中还增加了出于安全及环

境因素考虑而购置的财产、厂房和设备确认为固定

资产的指南。这种支出虽不能直接增加现存的财产、

厂房和设备的未来经济利益, 不满足固定资产确认

的第一个条件, 但这种支出能够使未来经济利益从

相关资产上获得, 所以也应将这种支出确认为一种

固定资产。

(二)固定资产的初次计量

修订准则增加“固定资产的初次计量”的专题,

包括“成本的组成”与“固定资产的交换”两部分。在

修订准则第十五段中阐述固定资产初次计量的基本

原则, 即固定资产最初应该按其成本计量。原准则没

有明确提及固定资产初次计量应该按其成本, 只是

将这种处理隐含在其中。并笼统地规定固定资产的

帐面总值按历史成本或重估价值计算。因此可以讲

修订准则将固定资产最初应该按其成本计量作为基

准处理方法。

1. 删改并增加固定资产成本的组成

对于一般固定资产成本的组成, 修订准则在第

十六段中删除了原准则有关财务费用 (筹资费用) 记

入固定资产价值的规定, 将其列作有关赊销或自建

固定资产所产生的利息处理办法中, 即凡符合

IA S23“借款费用”所允许的利息资本化的将其记入

固定资产价值内, 凡是不符合的则应作为利息费用

处理。

同时增加融资租入固定资产成本的确定应以

IA S17“租赁会计”的原则进行, 并增加相关补助金可

抵减固定资产帐面价值的处理办法。

2. 明确非货币性交换取得固定资产的初次计量

首先, 修订准则明确地将非货币性交换取得的

固定资产分为两类: 即所取得固定资产是与不同类

型的固定资产或其他资产相交换获得的和所取得固

定资产是与相同类型的固定资产相交换获得的, 然

后分别规定其初次计量。而原准则未将这种交换取

得的固定资产分类。

修订准则规定, 一项与不同类型的固定资产或

其他资产相交换取得的固定资产, 其价值的初次计

量应遵循修订准则第 22 段中的规定, 按照“所放弃

的资产的公允价值经过转让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金

额调整后的数额”计量, 即按照公允价值计量。除非

所取得的固定资产是交换了一项在同行业中有相似

用途并且有相似公允价值的同类资产。在这种情况

下应遵循修订准则第 23 段规定, 即所取得固定资产

的成本是放弃资产的帐面价值。同时还规定所取得

固定资产可能交换相同固定资产, 或交换类似资产

上的权益, 无论哪个交易其赚取收入的过程都是不

完全的, 因此, 不能确认交换利得或损失。

原准则仅规定“换入的资产的成本, 应以公允价

值或换出资产的帐面净额入帐, 对以收付现金或其

它代价结清的差额, 则应作相应的调整”, 没有分别

不同情况做出不同规定, 因而不够明确, 不便于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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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续支出

修订准则第 24—28 段以“后续支出”的标题取

代原准则第 19 段的“改良支出和修理支出”的内容。

修订准则第 24 段将 IA S4 中第四段固定资产入帐后

发生的支出的规定作为修订准则确认“后续支出”的

原则, 强调与一项固定资产 (财产、厂房和设备) 有关

的后续支出, 当其增加企业预计对该现存资产最初

估计的未来经济利益时, 应将该后续支出资本化, 即

增加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

修订准则第 25 段对于导致增加未来经济效益

的改良措施列出三项内容, 即:

(A )为延长厂房的使用期限而进行的改造, 其中

包括增大其生产能力;

(B )为实质性地提高产品质量而更新机器零件;

(C) 为实质性降低原定经营成本而采取的新生

产工序。该内容是在原准则第 19 段三项内容, 即“资

产的使用年限延长”、“生产能力增大”、“产品质量确

有改进或原定经营成本降低”的基础上作的增补, 使

其更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

第 26—28 段是修订准则新增的内容。修订准则

增加第 26 段, 并详细规定了固定资产修理的确认。

增加第 27 段规定固定资产购置后续支出应按具体

情况处理, 并列出具体内容。它认为固定资产购置后

续支出的处理应考虑固定资产的初次计量, 相关固

定资产项目的确认以及后续支出是否能够收回等问

题。修订准则增加第 28 段某些固定资产的主要组件

需要定期更换, 例如锅炉换衬或飞机换内部装置, 若

满足第八段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 则可确认为单独

的资产核算。而被替换掉的原资产要注销。

(四)明确初次确认后的计量方法

修订准则初次确认后的计量内容包括对一项固

定资产初次确认后的计量所采用的“基准处理方法”

和“允许选用的方法”。这部分内容是新增加的。

1. 明确基准处理方法与允许选用的处理方法

修订准则明确基准处理方法是一项固定资产初

次确认后计量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根据基准处理方

法, 一项固定资产初次确认后的计量的帐面价值应

该按其成本减其累计折旧记录。根据允许选用的处

理方法, 修订准则规定固定资产初次确认的后续计

量应该按其重估价入帐, 即以重估日的公允价值减

随后发生的累计折旧后的余额记录。并允许企业经

常重估其固定资产价值,“使其帐面价值不致与期末

以公允价值确定的该资产价值相差太大”。

2. 详细增补与重估有关的内容

修订准则以第 31—42 段十二段内容着重规范

各种“重估”问题, 取代原准则在第 21—28 段八段中

规范的“代替历史成本的重估价值”。不仅比原准则

增加四段内容而且每段文字也有增加。

与原准则相同的是修订准则 (第 36 段) 同样要

求当一项固定资产重估时, 属于该类别的全部固定

资产都应该重估。但取消原准则也可按一定规律挑

选部分项目进行重估的可选择方法。两个准则也都

要求重估增值和重估减值应该直接记入重估价盈

余, 除非它们恢复一种以前被列入收益表的重估减

值或重估增值。重估价对“所得税的影响”的处理要

求与原准则相同。

与原准则不同的是修订准则在第 31、32 段中分

“土地和建筑物”与“厂房设备”两类固定资产规定其

重估价值及估价人员。而原准则第 22 段中仅规定了

估价人员的内容。与原准则变化较大还有修订准则,

增加了重估的“计价基础”“重估价次数”“重估日累

计折旧”的方法、“固定资产分组”、“重估价时间”、重

估价引起的“帐面价值的增加”及“减少”、“重估价盈

余”。

对于重估的“计价基础”, 修订准则要求在确定

公正价值时, 确保所有入帐的固定资产重估都是以

现时用途为目的的计价基础, 原准则没有规定应使

用的“计价基础”, 只要求说明所采用的每种估价基

础。对于“重估价次数”, 修订准则规定重估价次数根

据被重估的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的波动情况确定,

认为可每三年或五年进行一次。对“重估日累计折

旧”的处理方法, 修订准则提出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

法是“根据该资产帐面总价值的变化按比例地重新

计算累计折旧额, 使得重估后该资产的帐面价值等

于重估价值”。第二种方法是“将累计折旧从该资产

的帐面总价值中扣除”, 再根据其净额重新确定该资

产的重估价值。对于“固定资产分组”, 修订准则增加

分组的实例, 其目的是为了使该类固定资产在重估

价时统一调整, 符合本准则某类固定资产中一项固

定资产进行重估, 该类固定资产应该全部重估的要

求。对于“重估价时间”, 修订准则要求同类固定资产

同时重估。对于重估价引起的“帐面价值的增加额”

及“减少额”, 修订准则要求将增加额根据情况记入

股东权益或收益, 将减少额确认为费用或冲减重估

价盈余。对于“重估价盈余”, 修订准则要求当其实现

时, 可直接转化为留成收益 (留存收益)。

(五)全面增加折旧内容

原准则没有折旧内容, 单独设立 IA S4 规范折旧

的处理。修订准则全面增加折旧内容, 因为折旧与固

定资产的核算不能分开。增加后将修订 IA S4 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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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这在 1995 年国际会计准则新版本中已有体

现。修订准则用第 43—55 段十三段文字规范折旧议

题。其中包括折旧基本议题、使用年限的检查、折旧

方法的检查。

在折旧基本议题中, 修订准则规范了应计折旧

额、确定使用年限应考虑的因素、使用年限的定义、

残值、固定资产使用期满的拆卸、搬运或安装成本、

折旧方法、折旧费用化或资本化等议题。这些内容在

原准则中都未出现。修订准则是在 IA S4 的基础上作

了将折旧内容并入, 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是, 提供

了各种可能的折旧方法, 并将折旧方法限定在直线

法、余额递减法、工作量法三种之内。修订准则还提

出有关一项固定资产在使用期满时, 发生重大安装

成本的处理指南。

修订准则增加对使用年限的检查条款, 包括定

期检查使用年限、对不合理的使用年限进行调整、维

修保养对使用年限的影响。规定可以调整固定资产

使用年限。

修订准则增加对折旧方法的检查条款, 允许定

期检查折旧方法, 并对不适应的折旧方法及时进行

调整。

(六)修订帐面价值的收回

修订准则从第 56—60 段规范了帐面价值的收

回, 其中包括“减损”、“可回收价值期后增值 (基准处

理方法)”、“可回收价值期后增值 (允许选用处理方

法)”。原准则仅规范了减损的处理而且很简单。而修

订准则不仅考虑到固定资产的减损还考虑到其增

值。

修订准则在减损中以三段内容详细规定各种减

损发生时应该采用的方法。与原准则一致的是修订

准则同样不允许一项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超过其可

回收价值。当一项固定资产的帐面价值超过其可回

收价值时, 应将其帐面价值低于可回收价值的减少

额确认为费用, 除非它们是对以前重估价值的冲回,

在这种情况下该减少额应借记减记股东权益。

与原准则不同的是修订准则规定, 当可回收价

值期后增值时, 要求将资产可收回价值期后增值重

新记回。这种处理方法与目前写入修订准则 IA S2

“存货”和新准则 IA S32“金融工具”的要求一致。原

准则在这个问题上未作规范。修订准则同时规定“可

收回金额期后增值的基准处理方法”, 即资产的可收

回价值的增值应该按初次确认后的计量方法重记;

并规定“可收回金额期后增值的允许处理方法”, 即

资产的可收回价值的增值应该按初次确认的后续计

量的允许处理方法重记。

(七)报废和清理基本与原准则相同

原准则以八段的篇幅重复地规范报废和清理的

会计处理。修订准则以五段内容加以规范并相应增

加一些内容, 如对从资产负债表上注销的资产增加

一个条件, 即“永久地退出使用并且企业已不再从清

理中得到未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再如对固定资

产清理利得或损失的处理, 对涉及交换、租赁固定资

产清理的处理问题。

(八)扩大披露 (揭示)的信息内容

修订准则的揭示要求除保留准则 IA S4 和原准

则 16 的有关要求外, 还包括揭示:

1. 在一个会计期内, 期初和期末帐面价值的调

整, 以反映该期各种不同的变动 (修订准则列举九种

如添置、清理、重估价和折旧)。

2. 在确定一项固定资产的可回收价值时, 是否

预期的现金流量折现成为现值。

3. 与一项固定资产安装成本有关的会计政策。

4. 当固定资产按重估金额记录时与成本有关的

金额调节。

总之, 修订准则在原准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

的调整, 不仅充实了内容而且更有条理, 使其规范性

更强, 可操作性也更强。进行修订准则与原准则对

比, 有利于我国的跨国公司及在国外上市的中国公

司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对外报告其财务状况, 同时有

利于理解我国新制定的具体会计准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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