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政府会计制度下对资产

管理的要求

（一）资产管理更“全”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资产的定义，资产的范围从以前

的单位占有和使用资产，扩大到单位

控制的资产，不仅包括单位占有和使

用的，同时也包括单位经手管理的资

产。为了经管资产核算更清晰，《政府

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

目和报表》规定，单独设置公共基础

设施、文物文化资产、政府储备物资、

保障性住房等经管资产类一级会计

科目，进行单独核算统计。自此，国有

资产的管理范围更全面。

（二）资产管理更“实”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 3号———
固定资产》要求，行政事业单位应当

按月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彻底结束

不计提折旧的历史，夯实政府资产价

值。而且本次改革要求，固定资产计

提折旧是实提，固定资产应计的折旧

额为其成本。

（三）资产管理更“细”

随着资产计提折旧的施行，配套

的单位资产管理也需更加细化。由于

资产折旧工作是资产部门与财务部

门配合完成，资产部门按月从卡片中

提取折旧金额，财务部门进行记账，

这就要求资产部门与财务部门至少

按月进行对账，资产管理更加细化。

二、固定资产折旧的操作方法

新制度实施前，大部分行政事业

单位固定资产都不提折旧，造成固定

资产一直以初始价值在账面上列示，

资产的损耗信息无法在报告期内显

示，不能准确反映资产的实际价值，

不利于国有资产管理。针对上述情

况，《政府会计制度》在核算内容上引

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有效解决了资

产价值虚高的情形，同时也符合“实

物管理与价值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现根据新制度的要求，对行政事业单

位固定资产如何计提折旧作一分析。

（一）固定资产折旧的范围

按照准则规定，会计主体应当对

主体所有的全部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但以下资产项目除外：（1）文物和陈列
品；（2）图书、档案；（3）动植物；（4）单
独入账的土地；（5）以名义金额计量的
固定资产外。

按照《政府会计准则第 3号———
固定资产》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

定，固定资产需计提的折旧为其成

本，不考虑预计净残值。暂时未取得

其价值依据的资产应以暂估价入账，

并对其计提折旧，待实际成本确定

后，不需要再调整原已计提的折旧

额。

（二）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会计主体可以根据本单位实际情

况，充分考虑固定资产服务潜力或经

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选择采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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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折旧新变化

自 2019年 1月 1日起袁新政府会计制度正式开始执行遥 本次
政府会计制度改革力度之大袁前所未有遥 改革不仅将之前的预算会

计改为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双体系核算袁同时改革重要点在于加强

了资产管理袁对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进行折旧遥 这是建立现代财

政制度袁政府部门体制改革袁转变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遥 补提折旧能

更加准确尧完整地反映政府部门的资产价值袁有利于政府对资产的
管理与使用袁为如实反映政府野家底冶提供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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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平均法或者工作量法对固定资产计

提折旧。折旧方法一经确定，为了保证

其一贯性不得随意变更，在报表附注

进行披露。

（1）年限平均法。年限平均法的公
式为：本月应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原
值/折旧年限/12，使用年限平均法计提
折旧的资产为各期使用价值变化不

大、可平等分摊各期价值、年限较久、

无形损耗较少的固定资产，如房屋及

建筑物等。对于技术含量较低或更新

换代程度不强、各期使用价值区别不

大，或经济效益预期实现方式与使用

年数没有明显关系的固定资产，如家

具、空调、电脑等，建议采用直线法。

（2）工作量法。工作量法是指按照
固定资产预计完成的工作总量平均计

提折旧的方法。如用于外出使用的交

通工具，资产价值的损耗与其行驶里

程数有关，如使用年限平均法折旧不

符合配比原则，所以应采用工作量法

计提折旧。工作量法的计算公式为：本

月应计提折旧=固定资产原值伊（本月
行驶里程数/预计可行驶里程数）。大
型精密机床以及运输设备等固定资

产，各月的工作量一般不很均衡，价值

较高，采用平均年限法计提折旧，成本

和效益不相符，建议使用工作量法。

（三）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确定

会计主体应当根据《政府会计准

则第 3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中

折旧年限表的规定，结合固定资产的

实际情况，确定折旧年限，一经确定，

不得随意变更，并在报表附注中进行

披露。

（四）固定资产折旧起止

按月计提固定资产折旧，新增加

的固定资产当月计提折旧，本月减少

的，本月起不再计提折旧。不管使用与

否，提足折旧的固定资产，都不需要再

提折旧。提前报废的，也不再补提。

（五）资产折旧新旧制度衔接

新制度实施前未提折旧的，应当

对固定资产补提折旧。核实旧制度下

记载的固定资产（包括盘盈的）至 2018
年年底已使用年限、按照应用指南规

定的折旧年限以及规定的折旧方法计

算应补提折旧额，应补提的折旧额越成
本伊月折旧率伊已使用的月份数。应补
提的折旧额采用追溯调整法借记“累

计盈余”，贷记“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盘点时出现账实不符，应分两种

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第一盘盈固定资产，按照新制度

第三章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有关规

定：盘盈的固定资产经有资质的评估

机构评估的，初始入账价值为评估价

值；未评估的，以其重置成本为初始入

账价值，借记“固定资产”，贷记“累计

盈余”。除不需要计提折旧的五类资产

外，盘盈的固定资产同样需要按新制

度的规定进行补提折旧，按固定资产

的用途不同将计提的折旧分别计入

“业务活动费用”“单位管理费用”“经

营费用”等。同时登记固定资产卡片。

第二盘亏固定资产应先查明原

因，核实责任后向财政部门提出处理

申请，待财政部门批复、备案后才能做

出会计处理：将盘亏固定资产的账面

价值，借记“待处理财产损益”科目，已

计提的折旧额，借记“固定资产累计折

旧”科目，按照固定资产的账面余额，

贷记“固定资产”科目；办理注销固定

资产卡片手续。

通过上述新旧制度衔接以及相关

的会计处理后，就可以将“固定资产”

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科目余额填入

资产负债表相对应的“期初数”栏。

三、政府会计制度下固定资产

折旧政策的改进建议

（一）衔接前应做好准备工作

对单位所有资产进行清产核资，

摸清家底，按照原已登记的资产卡片

确定资产使用情况、使用年限等相关

信息。将补提后科目余额发生的影响

情况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详细列示。

（二）加强会计基础工作管理，及

时更改固定资产管理卡片

卡片信息填写完整、正确。特别关

注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

产，做好备查登记。

（三）组织人员培训，提高专业素

养

单位按照现行制度，结合本单位

实际情况，系统全面组织财会人员和

资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不断提高财

会人员与资产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

高效完成本次新旧制度衔接。提高财

会人员及资产管理人员的思想觉悟，

更新思想观念，使其认识到固定资产

折旧的重要性，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工

作中去，从而提高固定资产管理的工

作效率。

（四）加强单位内部的监督和管理

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的规定，及时

制定、修改本单位相关管理制度。提高

单位部门负责人的责任意识，建立健

全本部门管理制度，将资产管理落实

到个人，确保资产计提折旧工作能够

做到高效、透明，避免暗箱操作，确保每

项计提折旧工作都受到有效监督。 姻

渊作者单位院杭州用友政务软件
有限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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