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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产组认定及减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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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企业难以对

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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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组的认定

1.资产组的定义

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

【结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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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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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因素

1.能否独立产生现金流入是认定资产组的最关键因素；企业几项资产的组合生产的产品（或产出）存在活跃市

场的，在符合其他相关条件时，均认定为资产组。

2.应考虑企业管理层对生产经营的管理或者监控方式（如按照生产线、业务种类、地区或区域等）和对资产的

持续使用或者处置的决策方式等。

资产组一经确定后，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如有变更，应证明其合理性并在附注中

说明。

例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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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19

甲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由M车间和N车间两个生产车间组成，M车间专门生产家具部件且该部件没有活跃市场，

生产后由 N车间负责组装并对外销售。甲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对M车间和 N车间资产的使用和处置等决策是一

体化的。在这种情况下，M车间和 N车间通常应当认定为一个资产组。

（二）资产组的减值处理

资产组减值损失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1.账面价值

应当包括可直接归属于资产组与可以合理和一致地分摊至资产组的资产账面价值。

分摊总部资产应以各资产组账面价值比例为基础，如各资产组使用寿命不同则应按时间权重计算的账面价值

比例进行分摊。

2.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的两者较高者

【提示】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应当与其可回金额的确定方式相一致。



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顺序

例题 20

【判断题】（2019 年）包含商誉的资产组发生的减值损失，应按商誉的账面价值和资产组内其他资产账面价值

的比例进行分摊。（ ）

分析

【答案】×

【解析】资产组包含商誉，首先抵减商誉账面价值，剩余减值损失再按照其他资产比例分摊。

例题 21

【计算分析题】 （2020 年）甲公司拥有一栋办公楼和M、P、V三条生产线，办公楼为与M、P、V生产线相

关的总部资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办公楼、M、P、V 生产线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200 万元、80 万元、120

万元和 150 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办公楼、M、P、V生产线出现减值迹象，甲公司决定进行减值测试，

办公楼无法单独进行减值测试。M 、P、V生产线分别被认定为资产组。

要求（1）

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1）分别计算分摊了办公楼账面价值的M 、P 、V生产线应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

资料一和资料二

资料一：

2019 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运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将办公楼账面价值分摊到 M 、 P、 V 生产线的金额分别

为 40 万元、 60 万元和 100 万元。

资料二 :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分摊了办公楼账面价值的 M 、 P 、 V 生产线的可收回金额分别为 140 万元、 150 万

元和 200 万元。

分析

（1）①分摊办公楼账面价值后的M生产线的账面价值 =80+40=120 （万元），其可收回金额为 140 万元，账

面价值小于可收回金额，没有发生减值，则分摊了办公楼账面价值的M生产线，应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为 0 。

②分摊办公楼账面价值后的 P生产线的账面价=120+60=180（万元），其可收回金额为 150 万元，账面价值大

于可收回金额，发生减值 30 万元（180-150），则分摊了办公楼账面价值的 P生产线应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



为 30 万元。

③分摊办公楼账面价值后的 V生产线的账面价值 =150+100=250 （万元），其可收回金额为 200 万元，账面

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发生减值 50 万元（ 250-200 ），则分摊了办公楼账面价值的 V生产线应确认减值损失

的金额为 50 万元。

要求（2）

（2）计算办公楼应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并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3）分别计算 P生产线中 E 、 F 设备应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

分析

（2）将各资产组的减值金额在办公楼和各资产组之间分配：

P资产组减值分摊给办公楼的金额 =30×60/180=10 （万元）；

P资产组减值分摊给 P生产线的金额 =30×120/180=20 （万元）；

V 资产组减值分摊给办公楼的金额 =50×100/250=20 （万元）；

V 资产组减值分摊给 V 生产线的金额 =50×150/250=30 （万元）；

综上， M生产线没有发生减值损失， P生产线发生减值损失 20 万元， V生产线发生减值损失 30 万元，办

公楼应确认的减值损失金额=10+20=30（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3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30

要求（3）及资料三

（3）分别计算 P生产线中 E、F设备应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

资料三：

P生产线由 E、F两台设备构成， E、F 设备均无法产生单独的现金流量。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F 设备

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48 万元和 72 万元，甲公司估计 E设备的公允价值和处置费用分别为 45 万元和 1万元，F

设备的公允价值和处置费用均无法合理估计。

分析

（3） P 生产线中 E设备应分摊的减值损失的金额 =20×48/（48+72）=8 （万元），

由于 E 设备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45-1=44 （万元），

E设备最多能确认减值损失的金额=48-44=4 （万元）；

则 P生产线中 F设备应确认的减值损失的金额=20-4=16 （万元）。

总结：资产组的减值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