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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固定资产

【考情分析】

本章在考试中处于较重要的地位，考试分数在 5 分左右，考试中可以出客观题，也经常在会计估计变更、所得

税、合并报表编制等主观题中涉及固定资产。

【本章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 4号——固定资产，该章明确规范的阐述了固定资产初始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终止确认

的全流程会计处理，体现出会计准则中各具体准则的标准逻辑框架，非常有意义，对后续章节学习有很大帮助，

需要认真对待。

会计思维：确认、计量、报告

第一节 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知识点 1】固定资产的确认

1.定义和特征

固定资产指的是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

（1）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2）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2.几种特殊情形，应确认固定资产

（1）对于购置的环保设备和安全设备等资产，应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

（2）对于工业企业所持有的工具、用具、备品备件、维修设备等资产，施工企业所持有的模板、挡板、架料等

周转材料，地质勘探企业所持有的管材以及民用航空运输企业的高价周转件等资产，符合固定资产定义和确认

条件的，应当确认为固定资产；不符合固定资产确认条件的，作为存货。

（3）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如果各自具有不同使用寿命或者以不同方式为企业提供经济利益，从而适用不同

折旧率或折旧方法的，企业应当分别将各组成部分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 如购买一架飞机，因飞机的引擎和机

身的使用年限不一样，应分别确认固定资产。这样处理，使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折旧方法更符合实际情况。



【知识点 2】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提示】初始计量的原则：资产初始计量的金额，也就是资产取得的成本，应当反映取得资产所付出的货币代

价。

（一）外购的固定资产

1.企业外购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不包括可以抵扣的增值税）、使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可归属于该项资产的运输费、装卸费、安装费、专业人员服务费、资本化的利息费用、外币

借款折算差额等。但不包括为使用固定资产对员工的培训费、为生产新产品的广告宣传费等。

【提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是固定资产确定成本的分界点，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前的满足条件的支出全

部资本化，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之后的支出全部费用化，计入当期损益。

【单选题•2017 年】甲公司 2×19 年取得一项固定资产，与取得该资产相关的支出包括：（1）支付购买价款 300

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 39 万元，另支付购入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 8万元、相关增值税进项税额 0.72 万元；（2）

甲公司为使固定资产符合特定用途，购入后对其进行了改造。改造过程中领用本公司原材料 6 万元，相关增值

税 0.96 万元，发生职工薪酬 3 万元。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该固定资产的入账

价值是（ ）万元。

A.317 B.369.90 C.317.88 D.318.02

【答案】A

【解析】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相关增值税不计入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固定资产入账价值=300+8+6+3=317

（万元）。

2.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应当按照各项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比例对总成本进行分配，

分别确定各项固定资产的成本。

【例题·单选题】甲公司为一般纳税人企业，增值税税率为 13%。2020 年 1 月 1日，为降低采购成本，向乙公

司一次性购进三套不同型号的生产设备 A、B 和 C。甲公司为该批设备共支付货款 1000 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

为 130 万元，装卸费用 6 万元，运杂费 4万元，专业人员服务费 10 万元，全部以银行存款支付。假定设备 A、

B 和 C 均满足固定资产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设备 A、B 和 C 的公允价值分别为：300 万元、200 万元、500 万元；不考虑其他税费。甲公司账务处理不正确

的是（ ）。

A.固定资产的总成本为 1020 万元 B.A 设备入账价值为 306 万元

C.B 设备入账价值为 200 万元 D.C 设备入账价值为 510 万元

【答案】C

【解析】（1）固定资产总成本＝1000＋6＋4＋10＝1020（万元）

（2）确定 A、B 和 C 设备各自的入账价值 A 设备：1020×[300/（300＋200＋500）]＝306（万元）B设备：1020

×[200/（300＋200＋500）]＝204（万元）C设备：1020×[500/（300＋200＋500）]＝5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