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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根据与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合理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可选用的折

旧方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等。我们通常称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

总和法为加速折旧法。

1.1.1.1.年限平均法年限平均法年限平均法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的计算公式如下：年限平均法的计算公式如下：年限平均法的计算公式如下：年限平均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月折旧额＝（固定资产月折旧额＝（固定资产月折旧额＝（固定资产月折旧额＝（固定资产————残值）残值）残值）残值）÷÷÷÷预计使用寿命（年）预计使用寿命（年）预计使用寿命（年）预计使用寿命（年）÷÷÷÷12121212
2.2.2.2.工作量法工作量法工作量法工作量法
工作量法的基本计算公式如下：工作量法的基本计算公式如下：工作量法的基本计算公式如下：工作量法的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固定资产原价××××（（（（1-1-1-1-预计净残值率）预计净残值率）预计净残值率）预计净残值率）////预计总工作量预计总工作量预计总工作量预计总工作量
某项固定资产月折旧额某项固定资产月折旧额某项固定资产月折旧额某项固定资产月折旧额====该项固定资产当月工作量该项固定资产当月工作量该项固定资产当月工作量该项固定资产当月工作量××××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单位工作量折旧额单位工作量折旧额
3.3.3.3.双倍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率＝年折旧率＝年折旧率＝年折旧率＝2/2/2/2/预计使用寿命（年）预计使用寿命（年）预计使用寿命（年）预计使用寿命（年）××××100100100100％％％％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月折旧率＝年折旧率月折旧率＝年折旧率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12/12/12
月折旧额＝每月月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月折旧额＝每月月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月折旧额＝每月月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月折旧额＝每月月初固定资产账面净值××××月折旧率月折旧率月折旧率月折旧率
4.4.4.4.年数总和法年数总和法年数总和法年数总和法
年折旧率＝（预计使用寿命－已使用年限）年折旧率＝（预计使用寿命－已使用年限）年折旧率＝（预计使用寿命－已使用年限）年折旧率＝（预计使用寿命－已使用年限）////预计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预计使用寿命+1+1+1+1））））/2/2/2/2××××100100100100％％％％
或者：或者：或者：或者：
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限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限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限年折旧率＝尚可使用年限////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预计使用寿命的年数总和××××100100100100％％％％
月折旧率＝年折旧率月折旧率＝年折旧率月折旧率＝年折旧率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12/12/12
月折旧额月折旧额月折旧额月折旧额====（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原值----预计净残值）预计净残值）预计净残值）预计净残值）××××月折旧额月折旧额月折旧额月折旧额
在在在在CPACPACPACPA考试当中，工作量法基本上不涉及，而剩余三种方法就是考试会涉及的，他们之间会存在混考试当中，工作量法基本上不涉及，而剩余三种方法就是考试会涉及的，他们之间会存在混考试当中，工作量法基本上不涉及，而剩余三种方法就是考试会涉及的，他们之间会存在混考试当中，工作量法基本上不涉及，而剩余三种方法就是考试会涉及的，他们之间会存在混

淆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淆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淆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淆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举例】【举例】【举例】【举例】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12121212月月月月28282828日购入的固定资产，原价为日购入的固定资产，原价为日购入的固定资产，原价为日购入的固定资产，原价为 10101010万元，预计净残值为万元，预计净残值为万元，预计净残值为万元，预计净残值为 1111万元，预计使用万元，预计使用万元，预计使用万元，预计使用

寿命为寿命为寿命为寿命为5555年年年年。。。。（以下要求求出年折旧额即可）（以下要求求出年折旧额即可）（以下要求求出年折旧额即可）（以下要求求出年折旧额即可）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年限平均法年限平均法年限平均法年限平均法 双倍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数总和法年数总和法年数总和法年数总和法

2012201220122012年年年年 （（（（10-110-110-110-1））））÷÷÷÷5=1.85=1.85=1.85=1.8 10101010××××2/5=42/5=42/5=42/5=4 （（（（10-110-110-110-1））））××××5/15=35/15=35/15=35/15=3

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 1.81.81.81.8 （（（（10-410-410-410-4））））××××2/5=2.42/5=2.42/5=2.42/5=2.4 （（（（10-110-110-110-1））））××××4/15=2.44/15=2.44/15=2.44/15=2.4

2014201420142014年年年年 1.81.81.81.8 （（（（10-6.410-6.410-6.410-6.4））））××××2/5=1.442/5=1.442/5=1.442/5=1.44 （（（（10-110-110-110-1））））××××3/15=1.83/15=1.83/15=1.83/15=1.8

2015201520152015年年年年 1.81.81.81.8 （（（（ 10-7.84-110-7.84-110-7.84-110-7.84-1 ）））） ÷÷÷÷
2=0.582=0.582=0.582=0.58

（（（（10-110-110-110-1））））××××2/15=1.22/15=1.22/15=1.22/15=1.2

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 1.81.81.81.8 （（（（ 10-7.84-110-7.84-110-7.84-110-7.84-1 ）））） ÷÷÷÷
2=0.582=0.582=0.582=0.58

（（（（10-110-110-110-1））））××××1/15=0.61/15=0.61/15=0.61/15=0.6

从上述例子上来看，我们可以得知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法，上一年一般会比下一年折旧要多从上述例子上来看，我们可以得知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法，上一年一般会比下一年折旧要多从上述例子上来看，我们可以得知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法，上一年一般会比下一年折旧要多从上述例子上来看，我们可以得知双倍余额递减法与年数总和法，上一年一般会比下一年折旧要多，，，，
因而称之为加速折旧法因而称之为加速折旧法因而称之为加速折旧法因而称之为加速折旧法。。。。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最后两年才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最后两年才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最后两年才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最后两年才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而年数总而年数总而年数总而年数总
和法是在第一年就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和法是在第一年就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和法是在第一年就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和法是在第一年就开始扣除净残值计算折旧，，，，而这一点是特别容易混淆的而这一点是特别容易混淆的而这一点是特别容易混淆的而这一点是特别容易混淆的，，，，注意区分各种折旧方法的特点注意区分各种折旧方法的特点注意区分各种折旧方法的特点注意区分各种折旧方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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