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六 固定资产管理子系统

会计信息系统



分享一种观点：苟且红利

虽然看起来所有人都在做事，但是其中有大量的苟且者。你只要稍微比他们往前一点点，认真

一点点，就能享受到的那个红利，就是苟且红利。



分享一种学习方法——看全局

薪资管理----期初



分享一种学习方法——看全局

薪资管理----日常

信息系统课程比财务会计课程前业务端走
了一步，体现了更多的职业判断和选择

工资类型 工资表
计提工资
凭证

薪资管理----期末



分享一种学习方法——看全局

固定资产管理----期初



分享一种学习方法——看全局

固定资产管理----日常和期末

？ 资产卡片
增加、减少、计
提折旧的凭证

信息系统对固定资产实物和全生命周期进行管理



固定资产管理中的职业判断

1.不同的折旧方法的选择

3.租入固定资产的性质

4.无形资产的管理

……

2.资产减值的确认



固定资产盘点一般由财务人员、资产管理人员进行盘点、共同监管，各部门主管及资产使用
人接受盘点，盘点时一定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一定要看到实物，不得偷懒、弄
虚作假。

固定资产会分布整个单位，有的被个人使用，如电脑，对于一些大型的单位，固定资产的
分布非常广，这也就给盘点带来一些麻烦。所以在盘点前，要先提前通知各部门，做好准
备，必要时召开会议。

在盘点之前，首先要制作一份盘点表，即固定资产的总帐，这个总帐应在平时管理时，就应
该有了，在盘点时稍加修改一下就行。内容包括资产编号、型号、名称、原先位置，需要说
明的是一定要将出厂编号标明上去。

固定资产的盘点人员和原则：



固定资产盘点时，必须查看到现场实物，及实物的使用状态；如果属个人使用的、并且出差的，也
要通过邮件、电话的方式通知到人；在盘点时必须查看实物与账本是否相符，盘完之后贴上标签，
做好标识。如果资产在新的位置，必须更改固定资产卡片上的地点。

因为各种原因，如部分固定资产是移动、公用的，资产在转让在手续不全等，这样就会造
成盘盈或盘亏，盘盈的要重新登记入帐，盘亏的也要汇总，核查原因，做到账物卡一致。

在资产过程中，一些固定资产会有损坏，设备的状态分为完好、待修、报废，这些要记录下
来，上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在盘点中，会发现有的固定资产标牌因为日久天才、维修等原
因而脱落，在盘点时必须记好了，然后做好标识，补制作标牌，以便以后核查时方便。



营收相差41%，利润相差了5.3倍

2019年半年报 白云机场 上海机场

营业收入 38.6亿 54.55亿

净利润 4.28亿元 27亿

经营现金流量 14.06亿 21.9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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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管理的账务处理



例1：企业购入一台不需要安装的设备，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买价20万元，
增值税2.6万元。发生运费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注明运费3000元，
增值税270元。所有款项均以银行存款付清，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抵扣。

借：固定资产 203 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26 270
贷：银行存款 229 270      

203000

26270

▲固定资产银行存款▲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购入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值税(进)

固定资产

银行存款



先通过“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项目核算，安装完毕后再转入“固定
资产”项目。

▲在建工程
--在安装设备

原材料等▲

相关项目

▲固定资产▲工程物资银行存款▲

附注：A1——购买需安装的机器设备 A2——将机器设备投入安装

A3——将从原材料仓库领用的材料投入安装（如果直接以货币资产从市场购得，
应直接反映银行存款的减少）

A4——安装人工费的处理（如本企业职工，应通过“应付职工薪酬”）。

B——设备安装完工，交付使用。

***讨论：关于A1与A2的关系，即要不要经过“工程物资”项目。

A2 B

A3

A4

A1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购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例2：（1）20×4年5月1日，企业以存款购入一台需要安装设备，增值
税专用票注明买价50000元，增值税6500元。以现金支票支付运输费
700元（未取得增值税发票）。（2）安装时领用材料1500元。（3）
安装发生应付安装人员工资3500元。 （4）设备安装完毕，交付使用。

借：工程物资—专用设备 50 7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6 500

贷：银行存款 57 200 

▲工程物资银行存款▲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0700

6500

原材料▲ 1500

借：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50 700
贷：工程物资—专用设备 50 700       

借：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 1 500
贷：原材料 1 500       

应付职工薪酬⊕

3500

借：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3 500
贷：应付职工薪酬 3 500

▲在建工程
55700

借：固定资产 55 700
贷：在建工程—在安装设备55 700

▲固定资产

问题：什么时候不需要使用“工程物资”科目？



• 4.接收捐赠：营业外收入

• 5.投资者投入:实收资本,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特殊的资产购进业务：

• 固定资产存在弃置义务的

• 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购买

• 不动产类固定资产的购建（出包工程、自营工程）

固定资产其他增加方式



固定资产折旧引起的资金运动分析：

固定资产▲

▲其他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制造费用累计折旧⊕

借：制造费用（生产部门折旧）
管理费用（管理部门折旧）
其他业务成本（经营性出租资产折旧、职工免费使用）
销售费用

贷：累计折旧

D

C

A

B

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



（1）更新改造支出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银行存款等▲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附注：A：将固定资产转为在建工程

B：追加的支出、取得的残值收入（流量为负）

C：更新改造完成，转为固定资产

CA

固定资产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2）经营租入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银行存款等▲ ▲制造费用▲长期待摊费用

▲管理费用等

附注：A：改良支出的发生

B：改良支出的摊销

BA

固定资产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例9：（1）20×4年1月1日，甲公司将原有的一条生产线改扩建。设备原价156.8万，
已提折旧为100万。（2）发生支出26.89万，均以银行存款支付。（3）3月31日工
程完工。建成后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预计将使其使用寿命延长4年。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156.8万

-100万

A

借：在建工程 568 000
累计折旧 1 000 000

贷：固定资产 1 568 000

固定资产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银行存款等▲
26.89万

▲固定资产
83.69万

借：在建工程 268 900
贷：银行存款 268 900

借：固定资产 836 900
贷：在建工程 836 900



例11：甲公司管理部门对其车辆进行经常性修理，用银
行存款支付修理费2000元。

银行存款等▲

▲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

A

0.2万

借：管理费用 2 000
贷：银行存款 2 000

固定资产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该支出在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的损益之中。



1.处理步骤

（1）将固定资产转入清理（包括减值准备）；

（2）发生清理费；

（3）残值收入及相关增值税；

（4）保险赔偿的处理；

（5）清理净损失或净收益的处理。

固定资产处置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银行存款等▲
▲银行存款等

▲其他应收款

▲资产处置损益

▲固定资产清理

附注：A：将固定资产转入清理 B：发生清理费用

C：发生清理收入及增值税 D：应收的各种赔款

E：将结果转入资产处置损益（净收益时，其流量为负）

C

A D

E

应交税费⊕

固定资产处置



固定资产处置的账户关系

固定资产清理固定资产

转入清理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银行存款

原材料/其他应收款

银行存款

清理费用

清理收入

销项税

残料或
赔偿

营业外收入/支出
资产处理损益

固定资产
处置损失

固定资产
处置利得



例：（1）20×5年4月1日，甲公司出售一栋自建的建筑物，原价200万元，已
使用6年，已计提折旧30万元，将其转为清理；该建筑物原建造时所涉及到增
值税已全部计入其成本。（2）用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1万元。（3）取得出
售收入206万元（含增值税，其税率为3%），款项已存入银行。

借：固定资产清理 1 700 000
累计折旧 300 000

贷：固定资产 2 000 000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200万

-30万

固定资产处置(简易计税)

银行存款等▲

1万

借：固定资产清理 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银行存款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200万

6万

▲资产处置损益
-29万

借：银行存款 2 060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2 000 000

应交税费-简易计税 60 000

借：固定资产清理 290 000
贷：资产处置损益 290 000



例：（1）20×7年3月5日，甲公司出售一台设备，原价80万元，已提折旧78万元，将
其转为清理；在原取得该设备时，其增值税已作为进项税额进行了抵扣。（2）用
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1.1万元。（3）取得出售收入3万元（不含增值税，其税率
为13%），款项已存入银行。（4）结转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

借：固定资产清理 20 000
累计折旧 780 000

贷：固定资产 800 000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80万

-78万

固定资产处置(购进时进项税已经抵扣)

银行存款等▲

1.1万

▲银行存款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0.39万

3万

▲资产处置损益
0.1万

借：固定资产清理 11 000
贷：银行存款 11 000

借：银行存款 33 9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30 000

应交税费-应交税费（销项税额）3 900

借：资产处置损益 1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1 000



例：（1）公司盘亏一台机器，原价30万，已折旧29万。

（2）公司决定将其作为营业外支出处理。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非流动资产损溢 10 000
累计折旧 290 000

贷：固定资产 300 000

▲待处理财产损溢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30万

-29万

A

固定资产清查：盘亏

▲营业外支出

1万

借：营业外支出 10 000
贷：待处理财产损溢—待处理非流动资产损溢 10 000



盘盈——作为错账更正（重大差错）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固定资产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附注：A：发现固定资产的盘盈 B：确认应补交的企业所得税

C：调整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金等

——一般情况下，固定资产盘盈是不应该发生的；

——如发生固定资产盘盈，则一定说明企业在过去的某一时刻一定发

生过有意或无意的“盘亏”；

——因此，企业应该该盘盈作为对过去“盘亏”错误的更正处理。

C

B

A

盈余公积⊕

固定资产清查



例：公司盘盈汽车一辆，现行市价为30万。所得税税率为25%，其盈余公
积的提取比例为20%。企业尚未进行所得税的汇算清缴。

（1）发现盘盈时：所得税税率为25%，其盈余公积的提取比例为20%。

（2）处理时：

借：固定资产 300 000
贷：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300 000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固定资产

A

30万

固定资产清查：盘盈

将余额转入留存收益项目。补提所得税；

盈余公积⊕

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8万

4.5万

7.5万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75 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75 000

借：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225 00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80 000

盈余公积 45 000



U8固定资产管理的操作逻辑



谁操作？做哪些业务？

资产增加资产会计

业务类型会计岗位

资产处置

资产修理

计提折旧

期末计量

资产盘点



怎么在U8中做业务？



常见问题：卡片管理是个很常用的功能

不限定条件的筛选，选择的范围更广



日常业务1.直接购入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银行存款

在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
的一切合理、必要的支出，作为固定资产
入账价值



日常业务2. 购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应交税费-应交值税(进)

固定资产/在建工程

银行存款

在建工程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银行存款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银行存款

在建工程

问题：安装费的进项税怎么处理？



日常业务3.购入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安装费？

将题面修改为：普通发票



日常业务5. 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银行存款等▲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

银行存款

问题：
1.是否需要先将固定资产转入再建工程，
修理完再转固定资产？
2.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日常业务5. 固定资产改良支出



日常业务6. 固定资产处置（减少）



实验系统答案是否正确？固定资产处置（减少）



U8系统中固定资产减少更关注过程

减少的凭证自动生成，但却是多借多贷的凭证，需要同学们理清科目之间的关系



U8系统中出售固定资产的凭证

需要再补一张结转净损益的凭证



日常业务7. 固定资产盘亏—生成盘点表



日常业务7. 固定资产盘亏—盘亏确认，盘亏处理



日常业务7. 固定资产盘亏—生成凭证

盘亏后进项税要不要转出？



实验系统答案是否正确？科目用错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清理

问题：系统自动生成的凭证为固定资
产清理科目，需要手工修改



日常业务8.固定资产折旧

系统自动产生的凭证是正确的。

结论：
信息系统产生的凭证未必完全正确，
原因：
1.会计准则要求的会计处理改变，软
件未及时更新补丁
处理方法：手工插入分录



固定资产特殊问题的处理



come on！

《会计信息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