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来说，损益类科目平时记录会计主体损益的发生额，

期末将本期发生额的累计净额从相反方向结转到“本年利润”

科目，结转后损益类科目无余额。但是，财政部 2006年 10月

30日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却将“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这一损益类科目的发生额在一些经济业务中结转到

“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等损益类科目中。

例如，《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附录中“1521 投资

性房地产”第四条第（五）款规定：“处置投资性房地产时，应按

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

入’科目。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账面余额，借记‘其他业务成

本’科目，贷记本科目（成本）、贷记或借记本科目（公允价值变

动）；同时，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借记或贷记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

按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在转换日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借记‘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

又如，“1101 交易性金融资产”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出售

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存

放中央银行款项’、‘结算备付金’等科目，按该金融资产的账

面余额，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借记或贷记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6101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有关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会计处

理也做了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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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第 82页［例 5-11］的案例及会计处理如下：

20伊7年 4月 15日，甲企业将其开发的一栋写字楼整体

出租给乙企业使用，该写字楼账面余额为 450 000 000元，由

成本模式计量转换为公允价值模式计量，转换日的公允价值

为 410 000 000元。20伊7年 12月 31日，该项投资性房地产的

公允价值为 430 000 000元。20伊8年 4月租赁期届满，甲企业

收回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并于 20伊8年 6月以 460 000 000元

出售，出售款项已收讫。

甲企业的账务处理如下：淤20伊7年 4月 15日，借：投资

性房地产———伊伊写字楼（成本）410 000 000元，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40 000 000元；贷：开发产品 450 000 000 元。于20伊7

年12 月 31日，借：投资性房地产———伊伊写字楼（公允价值

变动）20 000 000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 000 000 元。

盂20伊8年6 月出售时，借：银行存款 460 000 000 元；贷：其

他业务收入460 000 000元。借：其他业务成本 430 000 000

元；贷：投资性房地产———伊伊写字楼（成本）410 000 000元、

———伊伊写字楼（公允价值变动）20 000 000元。同时，将投资

性房地产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其他业务收入，借：其他业

务收入 20 000 000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 000 000元

（40 000 000-20 000 000）。

二、原因分析

上述规定的目的是，在按公允价值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

和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计量的情况下，处置相关资产时使成

本和收入更能体现配比关系。如上例中 20伊8年 6月出售写

字楼时，确认的其他业务收入为 440 000 000元（460 000 000垣

20 000 000原40 000 000），确认的其他业务成本为 430 000 000

元。但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的本期发生额在期末结转到“本年利润”科目后就无

余额了，以后年度才出售的投资性房地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怎

么可能将以前年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余额在出售的

这一年结转呢？

笔者认为，在 20伊8年 6月出售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时，就

不能再做“借：其他业务收入 20 000 000元；贷：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20 000 000元”的会计分录了。如果做了该笔会计分录，

20伊8年的本年利润就人为减少了 20 000 000元，同时虚增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20 000 000元。如果要减少 20伊8年 6月出售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时的本年利润 20 000 000元，就只能不将

以前年度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余额期末转入当期的

“本年利润”科目，而这却是违背会计基本理论常识的，也不符

合我国广大会计实务工作者的核算习惯，何况用“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和“其他业务收入”这两个损益类科目此增彼减的方

法去调整，就更加不可思议。

《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第十一条规

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不对投资性房地产计提折旧

或进行摊销，应当以资产负债表日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

为基础调整其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第十五条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转换为自用房地产时，应当以其转换当日的公允

价值作为自用房地产的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十六条规定：“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

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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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价，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

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

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

《企业会计准则讲解》、相关会计考试教材编写的例题

及其会计处理来源于《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

目和主要账务处理”的规定，《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会计科目和主要账务处理”的规定来源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但是，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没有损益类科目之间可以在

期末相互结转而不向“本年利润”科目结转的规定。笔者认为，

应当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会计科目和主要账

务处理”的相关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及相关会计考试

教材中的例题及其会计处理，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

资性房地产》第十一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中公允价值与原

账面价值的差额的处理重新进行规定。

三、对策分析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投资性房地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处

置（含出售）经济业务的处理有两种思路：一是设置“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科目，期末将其本期发生额的累计净额结转到“本

年利润”科目，不允许跨年度向其他损益类科目结转；二是不

设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转换

日和资产负债表日一律记入“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科

目，到最终处置时，再将“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科目余

额转入相关科目（如转入“其他业务收入”、“投资收益”等科目）。

沿用上例对第二种思路说明如下：淤20伊7年 4月 15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伊伊写字楼（成本）410 000 000 元，

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 40 000 000 元；贷：开发产品

450 000 000元。于20伊7年 12月 31日，借：投资性房地产———

伊伊写字楼（公允价值变动）20 000 000元；贷：资本公积 ———

公允价值变动 20 000 000元。盂20伊8年 6月，出售时，借：银行

存款 460000 000元；贷：其他业务收入 440 000 000元，资本

公积———公允价值变动 20 000 000 元。借：其他业务成

本 430 000 000元；贷：投资性房地产———伊伊写字楼（成本）

410 000 000元、———伊伊写字楼（公允价值变动）20 000 000

元。榆20伊8年 12月 31日结转其他业务收支（假定只发生了

此笔其他业务收支），借：其他业务收入 440 000 000元；贷：其

他业务成本 430 000 000元，本年利润 10 000 000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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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在对企业集团内部交易项目进行

抵销处理之前，先要进行两项极为重要的调整：其一，对子公

司的个别报表进行调整；其二，按权益法调整母公司对子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本文拟对这两项调整进行分析，以期对实务

人员正确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有所裨益。

一、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的个别报

表以购买日确定的公允价值为基础的调整

按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首

先应对各子公司进行分类，分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子公司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两类。

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如果不存在

与母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不一致的情况，则不需要对该

子公司的个别报表进行调整，即不需要将该子公司的个别报

表调整为以公允价值反映的报表，只需要抵销内部交易对合

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即可。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除应考虑

会计政策、会计期间的差别，需要对子公司的个别报表进行调

整外，还应当以购买日确定的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

债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子公司的个别报表进行调整，使子公

司的个别报表反映在购买日公允价值基础上确定的各项可辨

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在本期资产负债表日的价值。

对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之所以不需

要将该子公司的个别报表调整为以公允价值反映的报表，原

因在于：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我们所

持的是权益结合观，所用方法类似于西方国家编制合并财务

报表时采用的权益结合法。在权益结合观下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母公司所拥有子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等以其账面价值反

映，即母公司所拥有子公司净资产不存在公允价值的确认问

题，在母公司只拥有子公司多数股权时，子公司的少数股权部

分也以账面价值反映。

在这两类子公司的个别报表调整中，对于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中取得的子公司的个别报表以购买日确定的公允价

值为基础的调整，无疑是重点和难点所在。

为什么要进行这一调整呢？这是因为，对于非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我们所持的是购买观，所用方法

类似于西方国家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采用的购买法。在购买

观下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母公司所拥有子公司的各项可辨

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必须以购买日的公允价值为基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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