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的收入和支出等信息无需单独列示。

1、“工程物资——代保管集成房屋构件差价”的披露。

“工程物资——代保管集成房屋构件差价” 用以反映代

保管集成房屋构件的价格差异，属于集成房屋构件价值的调

整内容，应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对与此相关的会计信息加

以说明。

2、“应付账款——应付代保管集成房屋款”和“长期应

付款——长期应付代保管集成房屋款”的披露。

“应付账款——应付代保管集成房屋款” 用以反映因保

管期限在一年以下的项目而形成的负债，属于流动负债性

质，应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对企业因代保管集成房屋业务

引起的流动负债的情况加以说明。同理，“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代保管集成房屋款”反映企业因代保管集成房屋业

务引起的长期负债情况，也应在资产负债表的附注中对与此

相关的信息加以说明。

（作者单位 ： 浙江同 济科技职 业学院  

钱江水利开 发股份有限公 司）

责任编辑  张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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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投资的重新划分及会计处理的演变

李 涵  朱学义

“短期投资”是原《企业会计准则——投资》规范的内

容。新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投资准则，规范为长期股权投资

准则和有关 “金融工具” 方面的准则。与此相应，“短期投

资”和“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被取消，其核算内容由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规范，会计科目被 “交易性金融资

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科目取而代之。那么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

两种什么性质的资产？应以怎样的方法来进行会计处理呢？本

文对此做出分析。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新准则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而持有

的金融资产。企业持有这类金融资产的目的是通过金融市场

上价格的短期涨幅获利。交易性金融资产有两个特性：一是

该项资产应能存在于活跃的金融市场上，资产未来的价格是

不确定的，但通过随时获得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整。二是企业

最初持有这项资产时的意图是短期内交易，属于流动资产。基

于这项意图，这类资产不能与其他资产互相转换。另外，根据

指南“企业持有的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在 “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中核算。

对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初始计量时，以公允价值为基

础，设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科目反映。由于交易

性金融资产市场价格不断变化，其后续计量要反映价格波动

情况，设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反映。

为了通过会计账面时刻反映交易性金融资产偏离“成本”的

价格变化，企业购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发生的交易费用应予

以费用化，计入投资收益。必须指出的是，会计账簿上因交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持有利得，应作为当期

收益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作为当期利润的组成

部分，但它仅仅是一种“未得利润”——价格变动收益，等

处理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它才转化为 “实得利润”。

交易性金融资产购入时包含的股利或利息计入“应收股

利”或“应收利息”科目，这是一种暂付性债权，企业收到

暂付性股利或利息时转销该债权，不能作“投资收益”处理。

而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现金股

利，或资产负债表日对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债券投资计息

时通过“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核算，同时产生“投

资收益”——一种持有利得。交易性金融资产一般不考虑长

期趋势，不作减值测试，出售时，将原计入“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的余额转入“投资收益”中，反映“未得利润”向“实

得利润”的转化，并将原账户中相应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成

本”、“公允价值变动” 等二级科目一并转销。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第十八条规定，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

融资产，以及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以外的金融资产。

例如，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如果

企业没有将其划分为其他三类金融资产，则应将其作为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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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金融资产处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应归入非流动资

产，它的未来价格是不确定的，企业只是根据长期获利的预

期而持有观望，但持有过程中会根据市场利率变化、投资收

益率变化、外汇风险变化、企业资产流动性等预测进行决策。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初始计量以其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

和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但购入的债券

按“面值”作“成本”，目的是为了后期计息等需要。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除了设置“成本”明细科目外，还要设置“利息

调整”、“应计利息”、“公允价值变动”明细科目进行明细核

算。为什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同

样设置“成本”、“公允价值变动”明细科目，而交易性金融

资产的交易费用却不计入“成本”明细科目而直接冲减当期

“投资收益”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不同：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变动

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进而调整了当期利润，

则发生交易费用应作为当期损益的扣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日计量其公允价值变动，变动差额计入“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科目，因而不影响当期利润总额，

如果将交易费用冲减当期“投资收益”，就会造成当期利润

亏缺，所以会计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采用

“资本化”的处理方式，将其列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科目进行核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购入时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

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应计入“应收股利”

或“应收利息”科目。在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债券如为

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计算的利息计入“应收利息”一级

会计科目，如为一次还本付息的，其利息应计入“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应计利息”明细科目，因股利或利息带来的收

益应确认为投资收益。

期末，企业要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资产减值测试。

如果有迹象表明资产价值持续下跌时，应将原计入资本公积

的累计损失转入 “资产减值损失”中减少当期损益。并且，

如果该资产是债务工具，今后公允价值上升时，减值额可从

当期损益中转回；如果是权益工具，即使公允价值上升了，

减值额也不能从当期损益中转回。同其他资产减值处理不

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可采用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设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科目核算减值；二是设置“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核算减值。企业可

以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并保持一贯性。

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应将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转

入“投资收益”中，原账簿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二级明细

“成本”、“利息调整”、“应计利息”、“公允价值变动”，等一

并转销。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重

分类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与公允价值的差额及后

续公允价值变动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后续处理则依照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进行。

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

务处理

例：甲公司2007年1月1日开始实行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甲公司2006年的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短期投资余额为100 000

元。是甲公司在 2006 年 12月 1 日购买 A 企业股票获得的，

当时每股面值为 20元，甲公司买入 5 000股。2007年 1 月

1 日，甲公司打算近期出售 A 股票，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2007年 1 月 1 日，A 股票市值为 25元。2007年 1 月

1 日，新旧科目转换，短期投资转换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以

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按账面价值贷

记“短期投资—— A 股票”，将短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与公允

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 “盈余公积” 和“年初未分配利润”。

2007——2008年，甲公司就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分别发生了以下业务（单位：元，以下同）：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1、2007年 2月 1日，甲公司又以 26元溢价买入 A 股票

1 000股，打算近期出售。其中包括 A 企业已宣告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 1 000元。另支付给交易所和券商手续费、佣金共

计 1 000元，支付相关税费 200元。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5 000

应收股利  1 000

投资收益  1 200

贷：银行存款  27 200

2、2007年2月28日，收到A 企业发放的现金股利  6 000

元，其中，属于前期股票股利 5 000元。

借：银行存款  6 000

贷：应收股利  1 000

投资收益  5 000

3、2007年 10 月 30日，甲公司急需流动资金，以每股

26元的价格出售 A 股票 4 000股。

借：银行存款  104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0 000

投资收益  4 000

4、2007年 12月31日，A 股票的市场价格为每股26元。

资产负债表日，甲公司重新调整 A 股票的公允价值。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000[（26-25）×2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000

5、2008年 1 月6日，甲公司以每股25.5元的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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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 2 000股 A 股票，再作新的投资。

借：银行存款  51 000

投资收益  1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0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000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000

贷：投资收益  2 000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1、2007年 7 月 1 日，甲公司付款 538 000元（含支付的

有关税费 3 000元）购入 C 公司 2007年 1 月 1 日发行的面值

为 1 000元的五年期债券 500张，票面利率为 10% ，每年付

息到期还本。购入的债券已包含半年期利息。甲公司看好 C

公司最新开发的项目，预测有很好的盈利前景，但还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所以不打算持有至到期，选择持有观望。将其

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债券包含的半年期利息 = 1 000 × 500 × 10% × 1/2=

25 000（元）

债券溢价=538 000 -1 000 ×500 -25 000-3 000=

10 000（元）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5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13 000（10 000+3 000）

应收利息 25 000（1 000 ×500 × 10% × 1/2）

贷：银行存款  538 000

注：购入的债券只按“面值”作成本，不再将交易费用

列入成本，是为了计息的需要。一方面，企业期末要按债券

票面利率和面值计算“应收利息”；另一方面，企业还要按

债券实际利率计算“投资收益”，计息基数是以“成本”为基

础计算的摊余价值。如果将交易费用计入“成本”明细项目，

不仅会给计息带来不便，而且会使计息基数失真。所以，“交

易费用”和“溢价”一起列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

调整”明细科目核算。

2、2007年 12月 31日，C 债券的市场价格为 990元。资

产负债表日，甲公司重新调整 C 债券的公允价值。当日，甲

公司测定 C 债券的实际利率为9.2688%，采用实际利率法计

提 C 债券利息。并收到债券利息。

借：应收利息  25 000（500 000 × 10% ×1/2）

贷：投资收益  23 775（513 000 ×9.2688% × 1/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1 225

如果以上债券不是分期付息，而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则甲公司应在资产负债表日将上述会计分录中的 “应收利

息” 科目改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计利息”科目。

借：银行存款  50 000

贷：应收利息  50 000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6 775[（500 000+ 13 000）-1 225-990 ×5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6 775

3、2008年 12月 31 日，甲公司发现 C 债券的市场价格

持续下跌，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减值测试。此时，C 债券的

市场价格为 800元。
借：应收利息  50 000

贷：投资收益  47 435[（513 000-1 225）× 9.2688%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2 565

借：资产减值损失

109 210[（500 000+13 000）-1 225-2 565-800 ×5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6 77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92 435

若减值后原导致减值的事项消失，公允价值上升，原确

认的债券的减值损失应当从损益中转回，可借记“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记 “资产减值损失”；

但股票的减值损失不能从损益中转回，可借记“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记“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

4、2009年 1 月 1日，C 公司开发的新项目涉及专利权的

民事诉讼，面临赔偿。甲公司决定售出C 债券，售价为805元。

借：银行存款  402 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09 210（16 775+92 435）

贷：投资收益  2 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500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9 210（13 000-1 225-2 565）

若甲公司打算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化为以摊余价值计

算的金融资产，如持有至到期投资，则借记“持有至到期投

资——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

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利息调整”。若甲公司持有持有至到期投资，并将其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此处计为资产的公允价值）”，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成

本”、“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计入公允价值和

账面价值的差额）”。
（本文为中国总会计师协会重点科研课题 “新会计准则

变革及执行中的问题研 究”的部分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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