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

（三）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的复核

情形一：使用寿命有限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

与以前估计不同的，应当改变摊销期限及摊销方法，并按会计估计变更进行处理。

情形二：使用寿命不确定

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期间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无形资产的使用

寿命是有限的，应当估计其使用寿命，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差错更正》进行

会计处理，并根据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进行后续计量。

知识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一）无形资产摊销额的计算

1.无形资产的摊销期自其可供使用(即其达到预定用途)时开始至终止确认时止：

简记：

当月增加，当月开始摊销；

当月减少，当月不摊销。

提示：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无形资产或处置组中的无形资产不进行摊销。

2.在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其应摊销金额，存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包括直线法 、产量法等。

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根据与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作出决定，并一致地运用于

不同会计期间。例如，受技术陈旧因素影响较大的专利权和专有技术等无形资产，可采用类似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的方法进行摊销;

有特定产量限制的特许经营权或专利权，应采用产量法进行摊销。

无法可靠确定其预期消耗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A公司持有一项专利技术 100 万，使用 5年，预计净残值为 0，采用直线法摊销

账面价值=60

可收回=30

提 30 万的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30

经典例题



【单选题】2024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某项特许使用权的原价为 960 万元，已摊销 600 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60

万元。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为 2 年，预计净残值为零，采用直线法按月摊销。不考虑其他因素，2024 年 1 月甲公

司该项特许使用权应摊销的金额为（ ）。

A.12.5 万元

B.15 万元

C.37.5 万元

D.40 万元

答案：A

解析：2024 年 1 月甲公司该项特许使用权应摊销的金额＝（960－600－60）/2/12＝12.5（万元）。

（二）无形资产残值的界定

除下列情况外，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残值一般应当视为零：

（1）有第三方承诺在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购买该无形资产，则其出价款即为残值；

（2）存在活跃的市场，通过市场可以得到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的残值信息，并且从目前情况看，在无形资

产使用寿命结束时，该市场还可能存在的情况下，可以预计无形资产的残值。

【提示】

残值确定以后，在持有无形资产的期间内，至少应于每年年末进行复核。

【单选题】2×20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以 200 万元受让一项软件著作权，预计使用 4 年后对外出售该软件

著作权，预计净残值为 20 万元，采用直线法摊销。2×22 年 6 月 30 日，市场行情发生变化，该软件著作权

预计净残值为 40 万元，预计剩余使用寿命 1.5 年。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 2×22 年对该著作权计提摊销

的金额为（ ）。（2023 年）

A.38.33 万元

B.50 万元

C.45 万元

D.42.5 万元

答案：A

解析：2×22 年 1 月至 6 月，甲公司对于软件著作权计提的摊销金额＝（200－20）/4×6/12＝22.5（万

元），至 2×22 年 6 月 30 日已摊销金额＝（200－20）/4×2.5＝112.5（万元），2×22 年 7 月至 12

月，按照变更后预计净残值和剩余使用寿命计提摊销，应计提摊销的金额＝（200－112.5－40）/1.5×6/12＝

15.83（万元），甲公司 2×22 年对该著作权计提摊销金额＝22.5＋15.83＝38.33（万元）。



（三）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摊销的会计处理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应当在其使用寿命内，采用合理的摊销方法进行摊销。摊销时，应当考虑该项无形资

产所服务的对象，并以此为基础将其摊销价值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者当期损益。

会计分录为：

借：制造费用 [用于特定产品生产]

管理费用 [自用的一般无形资产]

贷：累计摊销

【多选题】下列各项关于企业无形资产摊销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2022 年）

A.无形资产不能采用类似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方法进行摊销

B.分类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

C.无法可靠确定与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

D.用于生产产品的专利技术摊销应计入管理费用

答案：BC

解析：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消耗方式。无法可靠确

定预期消耗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受技术陈旧因素影响较大的无形资产，可采用类似固定资产加速折

旧的方法进行摊销，选项 A错误；用于生产产品的专利技术摊销应计入制造费用，选项 D 错误。

【例题】2×22 年 1 月 1 日，A 公司从外单位购得一项非专利技术，支付价款 5 000 万元，款项已支付，估计该

项非专利技术的使用寿命为 10 年，该项非专利技术用于产品生产；同时，购入一项商标权，支付价款 3 000 万

元，款项已支付，估计该商标权的使用寿命为 15 年。假定这两项无形资产的净残值均为零，并按直线法摊销。

答案：

A 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取得无形资产时：

借：无形资产——非专利技术 50 000 000

——商标权 30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80 000 000

（2）按年摊销时：

借：制造费用——非专利技术 5 000 000

管理费用——商标权 2 000 000

贷：累计摊销 7 000 000



如果 A 公司 2×23 年 12 月 31 日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判断，2×22 年购入的该项非专利技术在 4年后将被淘

汰，不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决定对其再使用 4 年后不再使用，为此，A公司应当在 2×23 年 12 月 31 日据

此变更该项非专利技术的估计使用寿命，并按会计估计变更进行处理。

2×23 年 12 月 31 日该项无形资产累计摊销金额为 1 000 万元（500×2），2×24 年该项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为

1 000 万元[（5 000-1 000）/4]。

A 公司 2×24 年对该项非专利技术按年摊销的账务处理如下：

借：制造费用——非专利技术 10 000 000

贷：累计摊销 10 000 000

知识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期间内不需要摊销，但应当在每一会计期末进行减值测试。

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例题】2×22 年 1 月 1 日，A 公司购入一项市场领先的畅销产品的商标的成本为 6 000 万元，该商标按照法律

规定还有 5 年的使用寿命，但是在保护期届满时，A 公司可每 10 年以较低的手续费申请延期，同时 A公司有充

分的证据表明其有能力申请延期。此外，有关的调查表明，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市场竞争等方面情况综合判

断，该商标将在不确定的期间内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

根据上述情况，该商标可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期间内不需要进行摊销。2×23 年年底，A 公

司对该商标按照资产减值的原则进行减值测试，经测试表明该商标已发生减值。2×23 年年底，该商标的公允价

值为 4 000 万元。

则 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2×22 年购入商标时：

借：无形资产——商标权 60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60 000 000

（2）2×23 年发生减值时：

借：资产减值损失 20 000 000

[60 000 000-40 000 000]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商标权 20 000 000

【单选题】下列关于无形资产摊销的表述中，正确的选项是（ ）。

A.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需要摊销，当出现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

B.划分为持有待售的无形资产，应按尚可使用年限摊销



C.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残值一般为 0

D.专门用于生产产品的无形资产按期摊销，计入管理费用

答案：C

解析：选项 A，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期间内不需要摊销，但应当在每个会计期间进行减值测

试；选项 B，持有待售资产不进行摊销；选项 D，无形资产的摊销一般应计入当期损益，但如果某项无形资产是

专门用于生产某种产品或者其他资产，其所包含的经济利益是通过转入所生产的产品或其他资产中实现的，则

无形资产的摊销费用应当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

知识点：无形资产的减值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在出现减值迹象时进行减值测试；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在持有期间内如果

期末重新复核后仍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都应当进行减值测试。

如经减值测试表明无形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确认资产减值损失。

会计分录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摊销费用应当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无形资产在

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地分摊调整后的账面价值。

【提示】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以后各期不得转回。

【链接】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以后各期不得转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