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固定资产

第二节 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知识点 1】固定资产折旧

（四）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企业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时，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不同，选择合理的折旧方

法，并根据固定资产的用途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

折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

1.年限平均法（直线法）

采用这种方法计算的每期折旧额均相等。

计算公式如下：

年折旧率=（1-预计残值率）/预计使用寿命（年）×100%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月折旧率

【举例】2020 年 12 月甲公司购入一台设备，原价 100 万元，预计净残值 1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 5 年，采用年

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每年折旧额

＝(原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

＝（100－10）÷5

＝18（万元）。

2.工作量法

工作量法是根据实际工作量计算每期应提折旧额。

计算公式：

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1-预计净残值率）/预计总工作量

某项固定资产月折旧额=该项固定资产当月（实际）工作量×单位工作量折旧额

3.双倍余额递减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是指在不考虑固定资产预计净残值的情況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后的金

额（即固定资产净值）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

计算公式：

年折旧率=2÷预计使用寿命（年）×100%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净值×月折旧率

【提示】使用该方法计提折旧时，应在其折旧年限到期前两年内，将固定资产净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平

均摊销。（否则期末账面净值永远会大于净残值）

【举例】2020 年 12 月甲公司购入一台设备，原价 100 万元，预计净残值 1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 5 年，采用双

倍余额递减法计提折旧。

年折旧率＝1÷5×2＝40%

第一年折旧

=100×40%=40（万元）

第二年折旧

=（100-40）×40%=24（万元）

第三年折旧



=（100-40-24）×40%=14.4（万元）

第四年折旧

=（100-40-24-14.4-10）/2

=5.8（万元）

第五年同第四年=5.8 万元

4.年数总和法

又称年限合计法，是指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乘以一个以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寿命为分子、

以预计使用寿命逐年数字之和为分母的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计算公式如下：

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100%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年折旧率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预计净残值）×月折旧率

【举例】2020 年 12 月甲公司购入一台设备，原价 100 万元，预计净残值 1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 5 年，采用年

数总和法计提折旧。

第一年折旧

=（100-10）×5/（1+2+3+4+5）=30（万元）；

第二年折旧

=（100-10）×4/15=24（万元）

第三年折旧

=（100-10）×3/15=18（万元）

第四年折旧

=（100-10）×2/15=12（万元）

第五年折旧

=（100-10）×1/15=6（万元）

【总结】不同方法每年折旧额不同

【例】原价 10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 5年，预计净残值 10 万元。

直线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

每年年折旧

=（100-10）×1/5

=18（万元）

第一年折旧

=100×2/5=40（万元）

第二年折旧

=（100-40）×2/5=24（万元）

第三年折旧

=（100-40-24）×2/5=14.4（万元）

第四年折旧

=（100-40-24-14.4-10）/2

=5.8（万元）

第五年同第四年=5.8 万元

第一年折旧

=（100-10）×5/（1+2+3+4+5）=30（万元）；

第二年折旧

=（100-10）×4/15=24（万元）

第三年折旧

=（100-10）×3/15=18（万元）

第四年折旧

=（100-10）×2/15=12（万元）

第五年折旧

=（100-10）×1/15=6（万元）

【结论】同一项固定资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第一年的折旧额最多

（五）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

借：管理费用（管理部门、未使用的）

销售费用（销售部门）

制造费用（生产部门）

在建工程（自行建造工程）

其他业务成本（经营租出）



研发支出（研发无形资产）

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薪酬）

贷：累计折旧

【提示】借方科目说明

1.企业基本生产车间所使用的固定资产，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制造费用。

2.管理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产，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管理费用。

3.销售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产，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销售费用。

4.自行建造固定资产过程中使用的固定资产，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在建工程成本。

5.经营租出的固定资产，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其他业务成本。

6.未使用的固定资产，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管理费用。

7.研究开发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产，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研发支出。

8.自有住房免费给员工居住，属于非货币性福利，其计提的折旧应计入应付职工薪酬。

【例题·单选题】下列关于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企业应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选择折旧方法

B.加速折旧法不需要考虑预计净残值

C.企业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与采用直线法相比，能够更好的体现谨慎性原则

D.固定资产折旧方法一经选择，不得随意变更

【答案】B

【解析】选项 B，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都属于加速折旧法；其中年数总和法，是用固定资产原值减去

预计残值后的净额，乘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称为折旧率），计算折旧额的一种加速折旧的方法，因此需要考

虑净残值。而对于双倍余额递减法，前面若干年计提折旧时不考虑预计净残值，最后两年才考虑残值。

5.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结算的固定资产，按暂估价值转入固定资产并计提折旧，办理竣工手续

后再调整固定资产价值，但不调整已计提的折旧，在尚可使用的年限内重新计算各期折旧。

6.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末应对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折旧方法进行复核，有关的经济利益预期消耗方式有重

大改变，企业应相应改变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的改变应当作为会计

估计变更。

【例 3-7】（2023 教材新增例题）

甲公司是一家全球邮轮运输公司，2×22 年全球部分港口已经颁布了限制排放量较高的老式邮轮进入的禁令，

甲公司预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港口颁布此类禁令，且预计在未来十年内，整个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港口均会禁止

使用燃油的老式邮轮驶入。为了继续在这些地区开展业务，甲公司必须使用污染更少的新能源邮轮来代替现在

的老式邮轮。考虑到即将出台的法规，以及所有邮轮运输公司都需要应对的邮轮更换需求，甲公司预计排放量

较高的老式邮轮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假定甲公司原来预计老式邮轮的使用年限为 15 年，净残值

为 10%。

本例中，由于气候风险对非金融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残值产生的影响，甲公司考虑到新的行业法规非常有可能出

台，预计在 2×32 年之前就必须使用新能源邮轮，老式邮轮在结束使用寿命时在二手市场的价格将从之前的原

值的 10%下降到 5%，所以甲公司重新评估其现有老式邮轮的使用寿命缩短至 2×32 年，净残值调整为 5%，并根

据相关准则的要求披露预计邮轮的使用寿命和残值的重要会计估计和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