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麻花老师



1.年限平均法—将应计折旧额平均分摊到使用寿命内

年限平均法就像是把一块蛋糕平均切成几块来吃。假设

你买了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就好比是一块蛋糕，它可以在企

业里使用好几年。年限平均法就是把这个设备的成本（减去

预计的残值）均匀地分摊到它预计使用的每一年中，每年分

摊的成本都一样，就像把蛋糕切成大小相同的几块，每年

“吃” 一块。

【麻花妙招】适用于那些在使用过程中损耗比较均匀
的资产；比如普通的办公桌椅。



公式：

【例题1】某固定资产，原值2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10

年。

【例题2】某固定资产，原值200万元，预计净残值为10

万元，预计使用年限10年。

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预计使用年限

=[固定资产原值×（1−预计净残值率）]/预计使用年限

月折旧额=年折旧额/12

年折旧率=年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



【例·单选题】甲公司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3年12月1日

购入设备一台，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设备价款为100

万元，增值税税额为16万元。购买过程中，以银行存款支付运杂

费等32万元。该设备于2023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甲公司对该设备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预计使用年限为10年，

预计净残值为零。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2024年该设备应计提的

折旧额为（ ）万元。

A.9       B.9.9       C.11        D.13.2

【答案】D

【解析】该设备的入账价值=100+32=132（万元），从

2024年1月份开始计提折旧，2024年度该设备应计提的折旧额

=132÷10=13.2（万元）。



（2）工作量法

工作量法是一种根据固定资产实际工作量来计算折旧的

方法。它的核心思想是，资产的折旧应该与其实际的使用程

度（即工作量）成正比。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它的磨损程度

主要取决于汽车行驶的里程数，行驶里程越多，轮胎的损耗

就越大，折旧也就越多。

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1-净残值率）]÷

预计总工作量

某项固定资产月折旧额=该项固定资产当月工作量×单

位工作量折旧额



【例·单选题】某企业的一辆运货卡车的原价为600 000

元，预计总行驶里程为500 000公里，预计报废时的净残值率

为5%，本月行驶4 000公里，当月应计提的折旧为（ ）。

A.5000         

B.1140

C.4800

D.4560



【答案】D

【解析】单位里程折旧额= 600 000 X (1 - 5%)÷500 

000 =1.14（元／千米）

本月折旧额＝4 000×1.14＝4 560（元）



（3）双倍余额递减法

是一种加速折旧法。它的基本原理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初

期，计提较多的折旧，随着时间推移，折旧额逐渐减少。这

种方法考虑到某些资产在使用前期效能较高、创造的价值较

多，同时资产的损耗也相对较大，所以应该在前期多分摊折

旧费用。



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率=2/预计使用年限（年）×100%

（相当于直线法折旧率的两倍）

年折旧额=每个折旧年度年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年折旧率

【麻花妙招】为了调整该折旧方法的误差，要求在倒数第二年

改为直线法。



【例题】某企业一项固定资产原价为100万元，预计使用

年限5年，预计净残值为0.4万元。

账面净值 × 年折旧率=年度折旧额

第一年： 100          × 2/5     =40万元

第二年： （100-40） × 2/5     =24万元

第三年：（100-40-24）× 2/5     =14.4万元

第四年：（100-40-24-14.4-0.4）÷2=10.6万元

第五年：（100-40-24-14.4-0.4）÷2=10.6万元

逐
年
递
减

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到期最后两年内，将固定资
产账面净值扣除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平均摊销

后两
年平
均摊
销



【例·单选题】某企业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固定资产折旧。

2023年12月购入一项固定资产，原价为200 000元，预计使用年

限为5年，预计净残值为4 000元，不考虑其他因素，2024年该

项固定资产应计提的折旧额为（ ）元。

A.80 000             B.65 333                 

C.39 200                D.78 400

【答案】A

【解析】年折旧率=2/5×100%=40%, 从2024年1月份开始

计提折旧，也就是第一个折旧年度和会计年度完全相同，因此

2024年折旧额为=200 000×40%=80 000（元），选项A正确。



4，年数总和法

年数总和法是一种加速折旧法，它的理论依据是固定资

产在使用初期效能高，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多，随着使用时间

的增加，资产的效能逐渐降低。所以，在资产使用的前期应

该多计提折旧，后期少计提折旧，这样可以更好地匹配资产

的经济利益消耗模式。



4.年数总和法

指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预计净残值后的余额，乘

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

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寿命，分母代表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

命逐年数字总和。

应计折旧额

尚可使用寿命
年折旧率=

预计使用寿命逐年数字总和



【例题】某企业一项固定资产的原价为1 000 000元，预

计使用年限为5年，预计净残值为4 000元，按年数总和法计

提折旧，计算过程如下：

应计折旧额 × 年折旧率 =年度折旧额

第一年： （100-0.4） × 5/15       =33.2万元

第二年： （100-0.4） × 4/15       =26.56万元

第三年： （100-0.4） × 3/15       =19.92万元

第四年： （100-0.4） × 2/15       =13.28万元

第五年： （100-0.4） × 1/15        =6.64万元

逐
年
递
减



【2020年·单选题】2023 年 11 月 21 日，某公司购入一

项固定资产直接交付使用。该固定资产原值 500 万元。预计

使用年限 5 年，预计净残值 5 万元。按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

不考虑其他因素，2023年该项固定资产应计提的折旧额为（

）万元。

A.8.25                  B.13.75                  

C.27.5                    D.16.5

【答案】B

【解析】2023年该项固定资产应计提的折旧额=（500-5）

×5÷（1+2+3+4+5）÷12×1=13.75（万元）。



四、固定资产的减值

固定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为历史成本，由于固定资产使

用年限较长，市场条件和经营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

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固定资产创造未来经济利

益的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固定资产的真实价值有可能低于账面

价值，在期末必须对固定资产减值损失进行确认。

固定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时，其可

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借：资产减值损失——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例题】2019年12月31日，丁公司的某生产线存在可能

发生减值的迹象。经计算，该机器的可收回金额合计为1 230 

000元，账面价值为1400 000元，以前年度未对该生产线计

提过减值准备。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应按两者之间的

差额170 000元（1 400 000-1 230 000）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

丁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170 000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70 000



五、固定资产的清查

为保证固定资产核算的真实性，充分挖掘企业现有固

定资产的潜力，企业应当定期或者至少于每年年末对固定资

产进行清查盘点。在固定资产清查过程中，如果发现盘盈、

盘亏的固定资产，应填制固定资产盘盈盘亏报告表。清查固

定资产的损溢，应及时查明原因，并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处理。

账 簿 核对



固定资产盘盈 账上100台电脑 VS 实际101台

按前期差错处理：

批准前：

借：固定资产【重置成本】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批准后：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要注意】

不影响当期损益



固定资产盘亏： 账上100台电脑 VS 实际99台

审批前：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贷：固定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审批后：

借：其他应收款（保险公司或者责任人赔偿）

营业外支出——盘亏损失（差额倒挤）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

自然灾害除外



【例·多选题】下列各项中，说法正确的是（ ）。

A.因管理不善造成的固定资产的盘亏，进项税额不需转

出

B.固定资产盘亏净损失，应计入管理费用

C.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固定资产的盘亏，进项税额不需转出

D.由保险公司赔款计入其他应收款

【答案】CD

【解析】因管理不善造成的固定资产的盘亏，进项税额

不可以抵扣，需转出；固定资产盘亏净损失，应计入营业外

支出。



麻花来总结：



谢谢大家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