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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资产负债观对未

实现收益的确认要求，现行会计

准则增设了“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核算企业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

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

务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

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当上

述资产或负债被处置时，原计入

该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要从该科目转入“投资收

益”科目。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发

现，该科目的设置和应用存在一

些问题，现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例进行说明：

例：A公司在 20伊6 年 1 月

1 日以每股 5 元的价格从二级

市场购入乙公司股票 1 000 000

股，另外支付 10 000元的交易

费用。甲公司将该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0伊6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价涨至 8元/股，20伊7年 12月 31日该股票

的市价涨至 9元/股，20伊8年 1月 5日甲公司将该股票以每

股 10元的价格予以全部出售。

按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

（1）20伊6 年 1 月 1 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 000 000元，投资收益 10 000元；贷：银行存款 5 010 000元。

（2）20伊6年 12月 31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 3 000 000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000 000元。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000 000元；贷：本年利润 3 000 000元。

（3）20伊7年 12月 31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 1 000 000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 000元。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 000元；贷：本年利润 1 000 000元。

（4）20伊8 年 1 月 5 日：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 元；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 000 000 元、———公允价值变

动 4 000 000 元，投资收益 1 000 000 元。同时，将原计入该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转出，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 000 000元；贷：投资收益 4 000 000元。借：本年利润 4 000 000

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 000 000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 20伊8年 1月份的利润表上

“投资收益”项目本月发生额为 5 000 000元，同时“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项目本月发生额为-4 000 000元，使得 1月份的利

润总额增加了 1 000 000元，该数据符合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

真相，因此现行会计准则的这种规定似乎不存在问题。但是我

们仔细考虑后就可以发现，在 20伊8年 1月份的利润表中存在

收入多计、损失虚计的问题：20伊8年 1月“投资收益”项目本

月发生额中的 4 000 000元已经分别体现在 20伊6年和 20伊7

年的利润中；20伊8年 1月公允价值变动损失虚计了 4 000 000

元。虽然没有导致利润的重复计算，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报表使用者看到该公司 20伊8年 1月份的报表后，往往会误

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等项

目在 20伊8年 1月份发生了 4 000 000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失，这是对报表使用者的严重误导。众所周知，明晰性是会计

核算的基本质量要求，但现行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的设置和应用上并没有体现这一点，这是很遗憾的。

那么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等项目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化后应如何核算呢？笔者认为，在市

场经济环境下，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的公允价值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提供的会计信息应该

能够反映这些价值变化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且与决策相

关，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上应该反映这些资产、负债的价值变

化，但这些价值变化不宜直接作为当期损益的组成部分。因此

笔者建议，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改为“待确认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科目，使科目性质由损益类改为所有者权益类，在

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目下单独反映，持有期间发生的价

值变化都计入该科目，期末余额不转入“本年利润”科目，出售

时直接转入相关损益类科目。承上例，A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20伊6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价涨至 8元/股。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 000 000元；贷：待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000 000元。

（2）20伊7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价涨至 9元/股。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 000 000元；贷：待确认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 000元。

（3）20伊8年 1月 5日出售。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元；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 000 000元、———公允价值变

动 4 000 000元，投资收益 1 000 000元。借：待确认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4 000 000元；贷：投资收益 4 000 000元。

假设甲公司在 20伊8年 1月 5日没有出售该股票，20伊8年

12月 31日该股票的市价跌至 4元/股。借：待确认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5 000 000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 5 000 000元。

至此，“待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借方余额为 1000000

元，使得 20伊8年年底所有者权益减少了 1 000 000元。对报表

使用者而言，这 1 000 000元损失已经体现在资产负债表，只不

过尚未在利润表中体现出来。假定 20伊9年 1月 2日，将该股

票以每股 3元的价格予以全部出售，那么甲公司在买卖该股

票的过程中累计损失 2 000 000元，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

款3 000 000元，投资收益 2 000 000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 1 000 000 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 000 000元，待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 000元。

这样处理的好处在于：既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了交易性

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等项目的公允价

值变动情况，又不会引起报表使用者的误解，是一种中国特色

的资产负债观。同时，能够全面反映该项资产在出售时的持有

损益和转让损益，信息量比较丰富，满足了会计核算的相关性

和稳健性要求，但处理过程相对复杂。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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