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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差异比较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定义、会计核算

及披露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详见下表：

二、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案例

例 1：20伊8年 3月 10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15 315万元
（含交易费用 15万元和已宣告发放现金股利 300万元）从二
级市场购入乙公司发行的股票 500万股，占乙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的 1%。20伊8年 4月 10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发放的现
金股利 300万元。20伊8年 6月 30日，该股票市价为每股 35
元。20伊8年 12月 31日，甲公司仍持有该股票，当日该股票市

价为每股 28元。20伊9年 2月 15日，乙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
利 200万元。20伊9年 3月 15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发放的现
金股利。20伊9年 3月 20日，甲公司以每股 31元的价格将乙
公司的股票全部转让。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面分别核算甲公司将购进股票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金额单位：万元）。

1. 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1）20伊8年 3月 10日，购入股票：借：应收股利 300，交

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5 000，投资收益 15；贷：银行存款
15 315。

分析：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时买价中包含的交易费用，不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应该单独作为“投资收

益”反映；在购买时买价中包含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也不

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而是单独作为“应收股

利（或应收利息）”反映。

（2）20伊8年 4月 10日，收到现金股利：借:银行存款 300；
贷:应收股利 300。

分析：收到买价中包含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时，直接

冲减“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金额。

（3）20伊8年 6月 30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借：交易性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5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500。
分析：公允价值变动=500伊35-15 000=2 500。交易性金融

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但

是需要对公允价值变动做出相应的调整。

（4）2伊08年 12月 31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3 5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 500。
分析：公允价值变动=500伊28-（15 000+2 500）=-3 500。
（5）20伊9年 2月 15日，确认应收现金股利：借:应收股利

200；贷：投资收益 200。
分析：收到的持有期间实现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作

为“投资收益”核算，说明这是持有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实现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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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将金融资产分为四类，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核算很容易混淆。本文着重对两者的相似之处及不同点作比较分析，并举例说明两类金融资产账务处理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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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伊9 年 3 月 15 日，收到现金股利：借：银行存款
200；贷：应收股利 200。
分析：收到持有期间实现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时，直

接冲减“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金额。

（7）20伊9年 3月 20日，出售股票：借：银行存款 15 5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 000；贷：交易性金融资
产———成本 15 000，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投资收益 500。

分析：企业处置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应该将其所涉及

的科目进行相应的结转。“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按照取

得时的初始入账成本结转；“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按照从取得到处置期间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的余额结转，

并同时结转其对应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然后按照借贷

方的差额调整投资收益，作为处置损益核算。

2. 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务处理。
（1）20伊8年 3 月 10日，购入股票：借：应收股利 300，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5 015；贷：银行存款 15 315。
分析：企业取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按其公允价值与交

易费用之和，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科目的借方。

在购买时买价中包含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不作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单独作为“应收股利（或应收利

息）”反映。

（2）20伊8年 4月 10日，收到现金股利：借：银行存款300；
贷：应收股利 300。
分析：收到买价中包含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时，直接

冲减“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金额。

（3）20伊8年 6月 30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借：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485；贷：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 2 485。
分析：公允价值变动=500伊35-15 015=2 485。
（4）20伊8年 12月 31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借：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 3 50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 3 500。
分析：公允价值变动=500伊28-（15 015+2 485）=-3 500。
（5）20伊9年 2月 15日，确认应收现金股利：借：应收股利

100；贷：投资收益 100。
分析：收到持有期间实现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作为

“投资收益”核算，说明这是持有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实现

的收益。

（6）20伊9 年 3 月 15 日，收到现金股利：借：银行存款
100；贷：应收股利 100。
分析：收到持有期间实现的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时，直

接冲减“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金额。

（7）20伊9年 3月 20日，出售股票：借：银行存款 15 5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 015；贷：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成本 15 015，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 015，
投资收益 485。
分析：企业处置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应该将其涉及

的科目进行相应的结转。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按照取得时的初始入账成本结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按照从取得到处置期间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的

余额结转，并同时结转其对应科目“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然后按照借贷方的差额调整投资收益，作为处置损益

核算。

例 2：20伊7年 9月 10日，甲公司从二级市场以每股 15
元的价格购入丙公司股票 200万股，占丙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的 3%，对丙公司无重大影响，甲公司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20伊7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每股 13
元，甲公司预计该股票价格下跌是暂时的。20伊8年，丙公司因
违反证券法规，受到证券监管部门查处，受此影响，丙公司股

票价格持续下跌，至 20伊8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场价格
为每股 6元。20伊9年，丙公司整改完毕，加之市场宏观面好
转，股票价格有所回升，至 20伊9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
场价格为每股 10元。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金额单位：万元）。
（1）20伊7 年 9 月 10日，购入股票：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成本 3 000；贷：银行存款 3 000。
（2）20伊7年 12月 31日，确认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借：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0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 400。
（3）20伊8年 12月 31日，确认股票投资的减值损失：借：

资产减值损失 1 80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400，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 400。
（4）20伊9年 12月 31日，确认股票价格上涨：借：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 800。
分析：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

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公允价值

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确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按应减记的金额，借

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按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入资

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金额，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科目，按其差额，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科目。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随后会计

期间内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客观上与确认原减值损失事项有关

的，应按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但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为股票等权益工具投资的（不含在活跃市场上没有报

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借记“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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