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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创投企业的影响

期损失的估值；第二阶段—— 如果有

证据表明，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发生

显著恶化，需将该资产剩余期内的预

期损失全部报告出来，即计提准备；

第三阶段—— 如果显著恶化的损失已

实际发生，就要冲减其账面价值而非

计提减值准备，即核销资产。在区分

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方面，新金融工

具准则分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指定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

融负债两类，并强调消除会计不匹配

也要指定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

在套期会计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严

格限定了使用现金流量套期和公允价

值套期两种套期会计方法。在新金融

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上，即在追溯调

整时，要调整资产负债表期初数，不

要求调整比较报表。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对创投

上市公司带来的核算影响

1.创投企业的利润实现方式发生

重大变化。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之

前，创投企业投资的项目按照是否具

备重大影响大多分别放在“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或“长期股权投资”科目

里，盈利模式也是通过所持股份上市

后，在二级市场分阶段减持，从而逐

步确认利润，以实现每年利润的平

滑过渡。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的投资项

目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以某创投上市公司

为例，其绝大多数投资性资产为可供

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下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1月1日

起在境内上市公司范围内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的实施，对以创业投资为

主业的境内上市公司带来新的核算挑

战，本文重点关注国有创投企业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时面临的一些困惑和

机遇，并为需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国有企业和其他主体提供几点建议。

（一）新旧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差异

回顾

新金融工具准则与旧准则相比，

主要差异体现在金融资产分类与计

量、金融资产减值、金融负债与权益

工具、金融资产转移以及套期会计等

方面。在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

主要将原有的金融资产“四分类”改

为“三分类”，即以摊余成本计量、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究其实质而言分为两类：以摊

余成本和以公允价值计量。通常在实

务操作中，债项金融资产按摊余成本

或以公允价值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计量；股权投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

值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计量。在金融

资产减值方面，会计核算由“已发生

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即强调

信用风险损失的提前确认，由旧准则

的二阶段损失分析变为新准则的预期

损失三阶段模型。第一阶段—— 在财

务报告中只报告未来12个月发生的预

葛效宏■

出售金融资产，按照重分类要求，这

些投资性资产应在以后年度将以估值

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金额。这样一

来，创投企业将所投资项目在资本市

场予以直接减持以实现利润释放的意

愿有所减弱，这种会计核算方式确实

有利于保持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的长

期持有稳定性；但另一方面，创投企

业所持资产受对资本市场变动的敏感

程度显著增强，β系数（波动性）大幅

加大，由于市价及可比公司市盈率双

波动，反而会造成创投企业的盈利实

现受制于资本市场股价变动，主动管

理盈利的能力变弱。

2.以前年度的投资增值无法体现

为利润。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资产，转换

日其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以

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均转

为“期初未分配利润”。持有期间累计

的投资增值将无法释放转化为盈利。

这种规定虽然符合会计核算中资产负

债表观的基本逻辑，但在目前国资监

管以利润考核为导向的体系下，即给

国有企业带来一个新的难题，如何才

能让属于企业创造的业绩增长不从考

核中消失。

3.非上市股权公允价值确定难度

较大。对于创投企业而言，账面存在

着大量的非上市股权投资项目，对照

新金融工具准则，这部分资产的计量

要求变化较大。一是对非上市项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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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价值估值提出较高要求。新准则要

求对权益工具的投资应当以公允价值

计量，只在有限情况下，成本才可以

代表对公允价值的估计。二是加大了

损益体现的弹性及风险性。新准则下

若非上市项目在持有期间有公允价值

变动，相应损益皆计入当期。利用估

值模型对投资项目评估的准确性将直

接影响会计损益的金额。这一修订增

强了损益体现的弹性，同时对应对监

管风险、审计风险以及信息披露风险

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4.给加速推进创投企业的业财一

体化带来机遇。随着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实施，特别是估值体系的建立，原

有的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计量及

管理模式已完全不适用。企业面临着

“三个倒逼”：一是倒逼财务将核算

端口前移，将财务核算系统与业务决

策支持系统有机结合，财务需要从投

前估值、投中管理、投后退出等多个

维度介入投资项目的业务管理；二

是倒逼业务部门更多地考虑投前估

值、投后估值及退出估值三者之间的

逻辑合理性，投入比以前更多的精力

用于投后管理；三是倒逼考核，创投

企业一般都建立过一整套估值体系，

这种估值主要服务于基于管理报表

的内部考核，随着会计核算估值体系

的完善，估值结果直接反映在外部财

务报表上，两种估值评价体系势必面

临着整合。

（三）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后的建

议措施

1.准则的实施有待与国资监管部

门的考核进一步衔接。随着国际及国

内会计准则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实

施，资产负债表观理念越来越深入。

这与国资监管部门的以利润表作为主

要考核结果有着理念上的不同，这也

使得国有企业在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上面对着核算与考核的双重考量。随

着准则的深入实施，财政与国资监管

机构应加强深入沟通，在核算理念上

达成共识和趋同。

2.创投企业需加速对非上市项目

公允价值估值体系的搭建。对于上市

公司原有账面按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2019年年初新金融工具准

则实施后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如何以合理的公允价值的最佳估计数

进行计量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投资项

目较多的创投上市公司，建立一整套

估值模型，完善信息化估值系统，并

入业务决策信息系统，成为必然选择。

3.创投企业应尽快优化财务人员

结构。随着新金融准则的实施，财务

工作逐步从以核算为主转向核算和计

量并重，这就需要财务人员除了掌握

会计准则、财务管理、税收等方面的

知识以外，还应掌握金融、数学、统计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建立、

分析数学模型的专业能力。财务部门

应加强培训，尽快建立一支懂估值、

会建模、掌握风险管理及统计的金融

财务人员队伍。

4.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尽快建立估

值团队。与四大所相比，国内会计师

事务所在公允价值估值方面缺乏深厚

的前期技术准备和人员储备，在估值

模型、数据库建设、可比公司选择、历

史数据积累等方面有待加强。
（本位作者系全国会计领军人才〈企业

类二期〉）

（作者单位：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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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发布《关于推荐2019年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的通知》

简讯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

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有关规定，财政部于近日发布《关于推荐2019年

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的通知》，决定在2019年开展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通过评选，表彰忠于职守、坚持

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做出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的优秀会计工作者，树立当代会计工作者楷模，塑造会计行业良

好形象，激励会计工作者崇尚诚信、勤奋敬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按照财政部关于“全国财政系统业务

工作评比表彰”工作的统一部署，推荐2019年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候选人的有关事项通知详见财政部网站（网址：http：//kjs.

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tongzhi/201905/t20190523_32635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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