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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购入方将债券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并抵销处

理

按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将购入的债券划分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时，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公允价值调整其账面价

值，差额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同时，还应将该暂时

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并调整利润表中的所

得税费用。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不仅应抵销债券交

易产生的债权与债务，以及未实现的内部利息，而且还要对确

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予以抵销，并调整合并财务报表

的所得税费用。

例：甲、乙两公司为同一集团内的子公司，2008年 1月 2

日，甲公司购入乙公司当日发行的三年期、票面利率为 5%、每

年付息到期还本的公司债券。甲公司购入债券的面值为 2 000

万元，实际支付价款 2 072.6万元，并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

资产。假定：该债券的实际利率为 4%，2008 年 12月 31日该

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2 040万元，两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未来期间均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来抵扣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

根据上述资料，2008年末甲公司持有的该交易性金融资

产应确认的利息收入为 100万元（2 000伊5%），账面价值等于

公允价值，为 2 040万元，应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为 32.6

万元（2 072.6-2 040），因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为 8.15万元（32.6伊25%）。

乙公司个别报表中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为 2 055.5 万

元（2 072.6+2 072.6伊4%-2 000伊5%），年末应确认的利息费用

为 82.9万元（2 072.6伊4%），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甲、乙两公司债券的账面价值差额 15.5万元（2 055.5-

2 040）以及利息收入与利息费用差额 17.1万元（100-82.9）的

合计，正好等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2.6万元。

对此，2008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会计分录如下

所示：

借：应付债券 2 055.5

投资收益 1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2 040

财务费用 82.9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2.6

借：所得税费用 8.15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8.15

二、购入方将债券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合并抵销

处理

按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将购入的债券划分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时，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公允价值变动的差额

调整其账面价值，记入“资本公积”科目；如果公允价值的下跌

为非暂时性的，则应当确认减值损失，并将该损失计入当期损

益，同时将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累积损失转出。因调整后的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暂时性差异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或负债，应调整资本公积。因此，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

抵销债券交易产生的债权与债务、未实现的内部利息以及已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并调整合并财务报表的资本

公积或所得税费用。

沿用上例，假定甲公司将购入的债券划分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根据资料分析，2008年 12月 31日甲公司持有的该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应确认的利息收入为 82.9万元（2 072.6伊4%），

账面的摊余成本为 2 055.5万元（2 072.6+2 072.6伊4%-2 000伊

5%），应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为 15.5万元（2 055.5-2 040），

因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3.88 万元

（15.5伊25%）。

乙公司个别报表中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为 2 055.5 万

元（2 072.6+2 072.6伊4%-2 000伊5%），年末应确认的利息费用

为 82.9万元（2 072.6伊4%），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2008年 12月 31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甲公司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乙公司的应付债券账面价值存在差

异 15.5万元（2 055.5-2 040），该差异就是甲公司计入资本公

积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应予抵销。

2008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分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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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付债券 2 055.5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 040

资本公积 15.5

借：投资收益 82.9

贷：财务费用 82.9

借：资本公积 3.88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88

假如 2009 年 12月 31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2 000 万

元，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抵销处理如下：

甲公司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年末应确认的利息收入为

82.22 万元（2 055.5伊4%），账面摊余成本为 2 022.22 万元

（2 040+2 055.5伊4%-2 000伊5%），应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37.72万元（2 022.22-2 000+15.50），同时转回原计入资本公

积的损失 15.5万元。因资产减值损失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为 9.43万元（37.72伊25%），应冲

减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乙公司个别报表中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为 2 037.72 万

元（2 055.5+2 055.5伊4%-2 000伊5%），年末应确认的利息费用

为 82.22万元（2 055.5伊4%），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2009年 12月 31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甲公司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与乙公司的应付债券账面价值存在差

异 37.72万元（2 037.72-2 000），该差异就是甲公司计入资产

减值损失的金额，应予以抵销。

2009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分录为：

借：应付债券 2 037.72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 000

资产减值损失 37.72

借：投资收益 82.22

贷：财务费用 82.22

借：资本公积 3.88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3.88

借：所得税费用 9.43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55

资本公积 3.88

三、购入方将债券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合并抵销处

理

按现行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将购入的债券划分为持有至

到期投资时，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按摊余成本对其进行后续

计量。但如果债券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

则应将两者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记入“资产减值损失”科目，

并就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在编制合并

财务报表抵销分录时，应抵销该债券账面的债权与债务、未实

现的内部利息以及因减值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仍沿用上例，假定甲公司将购入的债券划分为持有至到

期投资，2008年 12月 31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抵销处理

如下：

甲公司该持有至到期投资年末账面的摊余成本为 2 055.5

万元（2 072.6+2 072.6伊4%-2 000伊5%），应确认的利息收入为

82.9万元（2 072.6伊4%），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乙公司应付债券的年末摊余成本和应确认的利息费用分

别为 2 055.5万元和 82.9万元，也不存在暂时性差异。

两公司债券的年末摊余成本和应确认的利息收入与利息

费用相等，应编制的抵销分录为：

借：应付债券 2 055.5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 2 055.5

借：投资收益 82.9

贷：财务费用 82.9

假如 2009年 12月 31日该债券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为 2 000万元，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抵销处理如下：

甲公司该持有至到期投资年末账面的摊余成本为 2 037.72

万元（2 055.5+2 055.5伊4%-2 000伊5%），应确认的利息收入为

82.22万元（2 055.5伊4%），应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为 37.72万

元（2 037.72-2 000），因资产减值损失产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而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9.43万元（37.72伊25%），相应冲

减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

乙公司个别报表中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和应确认的利

息费用，与甲公司的摊余成本和利息收入相等，不存在暂时性

差异。

2009年 12月 31日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抵销甲、

乙公司该债券账面的债权与债务 2 037.72万元、利息收入与

利息费用 82.22万元以及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9.43 万

元。

2009年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分录为：

借：应付债券 2 037.72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 2 037.72

借：投资收益 82.22

贷：财务费用 82.22

借：所得税费用 9.43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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