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两种方法的差异分析

由上文可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提供

的两种方法所计算出的资产的入账价值是不同的，对当期的

利润影响也不同，其差异如下表所示：

根据表中的数据，从合理避税角度来看，甲公司应选择

“换出资产价值决定法”进行账务处理，从而可以收到避税效

果。由于乙公司是将换入资产作为固定资产入账，所以两种方

法所确定的入账价值是一样的。同时要说明的是，甲公司的举

措并未与国家税收政策相矛盾，企业的合理避税在很大程度

上能促进企业的发展，避税额将来仍以税金的形式归还给国

家，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从谨慎性原则角度来看，笔者认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双

方在确定换入资产入账价值时，应采用两种方法中换入资产

入账价值较低的方法。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容易产生一些

只存在于账面上的利润，对于这些没有实际现金支撑的利润，

我们要谨慎对待。同时，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公允价值决定了

货币流向，公允价值是否真实决定了会计信息是否真实，账务

处理时必须强调真实性、谨慎性，以稳健核算为出发点，真正

发挥公允价值的作用。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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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2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该准则在基本准则的基础上，

对金融工具的定义、金融资产与负债的分类、金融工具的确认

和计量等方面作了具体的约定和规范。但在金融资产的有关

规定中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

例 1：甲公司在 20伊6年 3月 4日购入 A上市公司股票，

实际支付价款为 202万元，其中支付给中介机构 2万元的手

续费。甲公司将其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0伊6年 12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为 210万元；20伊7年 5月 31日，以 209万元的

价格将其全部出售。

1. 20伊6年 3月 4日购入时。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 200万元，投资收益 2万元；贷：银行存款 202万元。

上述会计核算中未将交易费用列入初始成本，而单独计

入当期损益，这样处理不能反映投资收益的真实含义。对于以

后交易性金融资产市场价格的不断变化，则体现在“交易性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中。

笔者认为上述处理存在以下不足：淤未能真实反映资产

取得的成本。因为交易费用是企业为了取得该资产所实际发

生的支出，是取得该资产所发生的必要的、合理的支出，理应

构成资产的成本。但是会计准则未将该部分支出作为资产的

成本。于没有真实反映投资收益的含义。投资收益是企业通过

投资行为所产生的差价收入。企业在取得该资产时还只是投

资的开始，并没有形成差价，因此不应产生投资收益。盂导致

会计和税法差异的产生。税法规定，企业取得的资产以取得资

产时所发生的有关支出计价，包括交易费用。而会计处理中资

产价值不包括该部分交易费用，会导致会计资产的计价基础

小于税法的计价成本，产生“递延所得税资产”，需要进行纳税

调整。

鉴于上述不足，笔者建议将该交易费用记入“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费用”科目。具体会计处理如下：借：交易性金融

资产———成本 200万元、———交易费用 2万元；贷：银行存款

202万元。

2. 20伊6年 12月 31日。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 10万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万元。

纳税影响：会计上将因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而

产生的持有利得，作为当期利润的构成部分，它仅仅是一种

“未得利润”。因此，企业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应将该部

分进行纳税调整。由于会计资产的计价基础大于税法的计税

成本，因此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

3. 20伊7年 5月 31日出售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的规定，当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

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时，应当终止确认相关金融资产，同时确

认相关损益。借：银行存款 209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万

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00万元、———公允价值变

动 10万元，投资收益 9万元。

笔者建议作如下会计处理。借：银行存款 209万元，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 10万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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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交易费用 2万元、———公允价值变动 10万元，投资收

益 7万元。

纳税影响：会计准则下会计处理中投资收益确认的金额

为 9万元，笔者建议的会计处理和税法上确认的金额都为 7

万元，其中差额 2万元是由在初始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时交

易费用处理差异形成的。因此按会计准则应进行纳税调整，将

原记入“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借方的金额记入“递延所得税

资产”科目的贷方。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

1. 会计准则下持有至到期投资账务处理的有关规定及

存在的问题。会计准则对持有至到期投资按公允价值和相关

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入账金额，在其持有期间采用实际利

率法核算，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并计

入投资收益。

例 2：20伊0年 1月 1日，A公司支付价款 980元，另支付

交易费用 20元，从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 5年期债券，面值

为 1 250元，票面利率为 4.72%，按年支付利息（即每年 59元），

本金最后一次支付（实际利率为 10%）。

根据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会计处理如下：

20伊0年1月1 日购入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25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 250元。

20伊0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等。借：应收利息

59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1元；贷：投资收益 100

元。

20伊1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等。借：应收利息

59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5元；贷：投资收益 104

元。

以后期间会计处理同上。

债券到期收回时。借：银行存款 1 250元；贷：持有至到期

投资———成本 1 250元。

笔者认为上述会计处理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规定，企业取得持有至

到期投资应按该投资的面值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成

本”科目，而会计准则中则规定企业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应按

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金额。会计准则及其应用

指南规定不一致，导致会计处理时交易费用实际上是作为“持

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的构成部分，并且在以后的会计

期间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因此，笔者认为，应用指南在会

计科目的设置上存在问题。“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科目

的设置并没有反映企业取得该债券时所发生的实际支出，而

是反映的面值，这不仅与该科目的核算内容不一致，也使得应

用指南和会计准则的规定产生分歧。

（2）会计准则中对于摊余成本的确认比较含糊，容易造成

误解。会计准则中规定“摊余成本为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

始确认金额减去偿还的本金，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

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

计摊销额，再减去已发生的减值损失”。由于企业的债券的付

息方式有一次还本分期付息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两种，因此

对到期日金额的确定会不同，同时对于累计摊销额的确认也

就不同，会导致实际利息收入不同，对企业的损益也会产生不

同的影响。

2. 改进建议。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笔者现提出如下改

进建议：

（1）在“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下设置以下子科目：譹訛“持

有至到期投资———成本”，核算企业取得债券时的公允价值加

相关交易费用的金额；譺訛“持有至到期投资———溢价（折

价）”，核算企业取得债券时的成本与债券面值的差额；譻訛“持

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核算将溢价（折价）按实际利率

和票面利率进行核算的摊销额。

笔者建议的会计处理如下：

20伊0年购入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元、

———溢价（折价）250元；贷：银行存款 1 000元，持有至到期

投资———利息调整 250元。

20伊0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等。借：应收利息

59 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1 元；贷：投资收益

100元。

20伊1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等。借：应收利息

59 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45 元；贷：投资收益

104元。

以后期间会计处理同上。

债券到期收回时。借：银行存款 1 250 元；贷：持有至到

期投资———成本 1 000元、———溢价（折价）250元。

（2）对于摊余成本的确认应该按付息方式的不同，分别进

行如下确认：淤一次还本分期付息方式下，到期日金额就是

债券的面值。摊余成本=初始确认金额-已偿还的本金依累计

利息调整金额-已发生的减值损失。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

式下，到期日金额为债券的面值加累计的利息。摊余成本=

初始确认金额-已偿还的本金依累计利息调整金额+累计已

提利息-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在会计准则下，持有至到期投资在会计处理和税法上的

差异在于“投资收益”的确认金额。会计上按实际利率确认收

益，而税法上则按票面利率确认收益，因此在折价购入债券时

会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溢价购入时会产生“递延所得税

资产”。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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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摊
余成本

1 000

1 041

1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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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息
（10%）

100

10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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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入

59

59

59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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