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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资产组减值分摊的实现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然后结合给定的具体算例,运用三次分摊法的财务

建模方式建立了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计算的数学模型.并利用 MATLAB与 EXCEL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完成了资产组

减值分摊的详细计算,给出具体的求解结果表.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手工计算相比,这种程序化的数学分析方法具有良

好的便捷性与扩展性,在遵循严格的计算顺序后能较好地提高财务人员的劳动效率与计算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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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过程中,往往会

出现一些 难 以 以 单 项 资 产 为 基 础 进 行 确 认 的 情

形,为此,学界专门引入了资产组这一概念来解决

上述难题.会计准则对此也进行了一些明确的规

定:各项资产在期末进行核算时,对可能存在减值

的资产须进行减值测试计算,并对减值损失进行

相应的分摊计算与确认[１].而这一分摊计算过程

相当繁琐,采用人工手算的传统方法会极大地浪

费财务人员的劳力与时间.
一些研 究 者 对 于 资 产 组 减 值 分 摊 进 行 了 研

究.何学武、刘 海 霞 利 用 EXCEL 软 件 建 立 了 资

产组内各项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计算模型[２Ｇ３];刘
昊天等用 MALAB与 EXCEL 软件结合进行了一

些财务建模的研究工作[４];颜方育等给出一些计

算实例并 探 讨 了 资 产 组 分 摊 中 资 产 减 值 损 失 大

小[５].本文采用财务建模的方式建立了资产组减

值损失 分 摊 计 算 的 数 学 模 型,并 运 用 MATLAB
与 EXCEL 软件相结合的方法,完成了资 产 组 减

值分摊数学计算,并给出了实现的具体过程,与传

统手工计算相比,较大程度地提高了财会人员的

工作效率与计算精度.
一、实现过程

为了能较好地实现资产组减值分摊的数学计

算,首先要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良好的输入界面,界
面包括输入区、计算区、输出汇总区.输入区为基

本数据区,具体为目前资产的账面价值、资产组预

计可回收的金额、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值、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根据会计准则,对
资产组中的各个资产分别通过各个参数之间的计

算,得出相应的数值,并显示在计算区相应指定的

位置.将计算得到的结果进行汇总,然后输出到

指定的数据库中,以备未来进行核算或与其他数

据处理时使用.这一分摊计算的具体实现过程如

图１所示.
二、具体算例

其钢铁冶金公司有一条冷轧带钢生产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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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资产组减值计算流程

该生产线由开卷机B１、激光焊机 B２、加热炉 B３、
酸洗设备B４、轧机 B５、剪切机 B６、卷取机 B７、打
捆机B８ 等部件组成.各个部件可以视为设计使

用寿命相同,且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生产获得

产品后才能进行独立的现金流量核算.由于市场

竞争非常激烈,该钢铁冶金公司的冷轧带钢产品

滞销,生产线 A 开工不足,导致生产线出了减值

的迹象,按会计准则类似资产必须进行减值测试

计算以便企业做出相应的生产决策.各已知条件

如下表１和表２所示.
表１　资产组减值计算相关已知值(１)

项目 价值(亿元)

A 的账面价值 １０．４

B１ 的账面价值 ０．５

B２ 的账面价值 １．２

B３ 的账面价值 １．５

B４ 的账面价值 ２

B５ 的账面价值 ４．００

B６ 的账面价值 ０．２０

B７ 的账面价值 ０．４０

B８ 的账面价值 ０．６０

表２　资产组减值计算相关已知值(２)
项目 价值(亿元)

B１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０．２０
B２ 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０．７５
B３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０．６５
B４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０．７８
B５ 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３．１０
B６ 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０．１２
合理预计出该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６．８０

　　根据上述表１和表２中相应的数据,未列出的

参数视为无法合理估计,依据会计准则,采用三次分

摊方法进行资产组减值分摊账面价值的计算.资产

组中每个资产三次分摊时分别采用如下的数学计算

式进行运算.以B１ 资产为例进行说明,其余类似.

y２ ＝y１ ×(T－x２) (１)

　　y３ ＝
y２ 当(x１－y２)≥max(x３,x４,０)

x１－max(x３,x４,０)当(x１－y２)＜max(x３,x４,０){ (２)

y４ ＝x１ －y３ (３)

y５ ＝y２ －y３ (４)

y７ ＝y６/T２ (５)

　　y９ ＝
y６ －x３ －x４ 当y８ ≠０且y６－x３－x４ ＜y８

x４ 当y８ ＝０或y６ －x３ －x４ ≥y８
{ (６)

y１１ ＝
y４ －y９ 当y５ ＝０且y１０ ＝０
０ 当y５ ＝０且y１０ ＝０{ (７)

y１２ ＝y１１/T３ (８)

y１４ ＝y３ ＋y９ ＋y１３ (９)

　　式中:T 为资产账面总价值;x１ 为目前资产账

面价值;x２ 为资产组预计可回收金额;x３ 为公允价

值减处理费用后的净额;x４ 为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

现值;y１ 为第一次分摊时的账面价值比例(％ );y２

为第一次应分摊的减值损失;y３ 为第一次可分摊的

减值损失;y４ 为第一次分摊后的账面价值;y５ 为未

能分摊的减值损失;y６ 为应进行第二次分摊的账面

价值;T２ 为第二次分摊的账面总价值;y７ 为第二

次分摊比例(％ );y８ 为第二次分摊比例(％ );y９ 为

第二次可分摊的减值损失;y１０ 为第二次分摊后尚未

摊充的减值损失;y１１ 为应进行第三次分摊的账面价

值;y１２ 为第三次分摊的比例(％ );T３ 为第三次分摊

的账面总价值;y１３ 为第三次分摊的减值损失;y１４ 为

最终应分摊减值损失;k 为分摊后的账面价值.根

据上述计算过程,编制相应程序,输出至 EXCEL软

件中以图表的形式显示出来,结果如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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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资产组减值分摊账面价值输出表(单位:亿元)

输入

数据

项目 B１ B２ B３ B４ B５ B６ B７ B８ 小计

x１ ０．５ １．２ １．５ ２ ４ ０．２ ０．４ ０．６ １０．４
x２ ６．８
x３ ０．２ ０．６５ ０．７８
x４ ０．７５ ３．１ ０．１２

计算

数据

项目 B１ B２ B３ B４ B５ B６ B７ B８ 小计

y１ ４．８１ １１．５４ １４．４２ １９．２３ ３８．４６ １．９２ ３．８５ ５．７７ １００．０
y２ ０．１７３ ０．４１５ ０．５１９ ０．６９２ １．３８５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８ ３．６
y３ ０．１７３ ０．４１５ ０．５１９ ０．６９２ 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８ ３．１１５
y４ ０．３２７ ０．７８５ ０．９８１ １．３０８ ３．１ ０．１３１ ０．２６２ ０．３９２ ７．２８５
y５ ０ ０ ０ ０ ０．４８５ ０ ０ ０ ０．４８５
y６ ０．３２７ ０．７８５ ０．９８１ １．３０８ ０ ０．１３１ ０．２６２ ０．３９２ ４．１８５
y７ ７．８１ １８．７５ ２３．４４ ３１．２５ ０．００ ３．１３ ６．２５ ９．３８ １００．０
y８ ０．０３８ ０．０９１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１ 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４８５
y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１ 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４２４
y１０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 ０ ０．００４ ０ ０ ０．０６１
y１１ ０．２８９ ０ ０．８６７ １．１５６ ０ ０ ０．２３１ ０．３４７ ２．８９１
y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００．０
y１３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４ ０ 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１
y１４ ０．２１７ ０．４５ ０．６５１ ０．８６８ ０．９ ０．０８ ０．１７４ ０．２６０ ３．６

输出数据 k ０．２８３ ０．７５ ０．８４９ １．１３２ ３．１ ０．１２ ０．２２６ ０．３４０ ６．８

　　从以 上 计 算 结 果 的 输 出 图 表 可 知:B１,B２,

B３ ,B４ ,B５ ,B６ ,B７ 和B８ 最 终 应 确 认 的 减 值 损

失价 值 分 别 为 ０．２１７ 亿 元,０．４５ 亿 元,０．６５１ 亿

元,０．８６８亿元,０．９亿元,０．０８ 亿 元,０．１７４ 亿 元

和０．２６０亿元.根据财务会计准则,可以将上述

最终确认的减值损失进行财务记账处理.
三、结论

本文通过财务建模的方式建立了资产组减值

损失分摊计算的数学模型并完成了相应的计算,
得到如下结论:

１．三次分摊方法较好地实现了资产组减值损

失的分摊计算.分摊计算须严格按照资产组中各

个项目的先后顺序进行设计,计算结果真实可靠,
较为合理.

２．作为企业财务管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财

务建模应适当地与计算程序联系起来,一方面可

以降低财务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计算精度,另一

方面它能使财务建模实现程序化与标准化,为财

务的数据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３．程式化的资产组减值损失分摊计算快捷,
具有良好的扩展性与移植性,类似财务核算项目

均可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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