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核算原则

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一定的条件

下可以转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同时会计准则也对这种转换的

会计处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三十七条规定：因持有意图或能力发生改

变，或公允价值不再能够可靠计量，或持有期限已超过本准则

第十六条所指“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使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不再适合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时，企业可以将该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改按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该成本或摊余成本为重

分类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或账面价值。与该

金融资产相关、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应当按

照下列规定处理：

1. 该金融资产有固定到期日的，应当在该金融资产的剩

余期限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产

的摊余成本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也应当在该金融资产

的剩余期限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

资产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发生减值的，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应当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2. 该金融资产没有固定到期日的，仍应保留在所有者权

益中，在该金融资产被处置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

产在随后的会计期间发生减值的，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相关利得或损失，应当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但是，具体的处理方法，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并未给出。

笔者拟根据自己的体会，对此进行探讨。

二、实例分析

假定某企业于20伊2年1月1日购入一批4年期不带息的长

期债券，面值为50 000元，购入成本为34 150元。实际利率为年

利率10%。购入时企业将该长期债券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20伊2年1月1日购入长期债券。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成本50 000元；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15 850元，银行存款34 150元。

20伊2年12月31日，该企业将该长期债券投资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转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该日，该长期债券投资的公允

价值为39 000元。企业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第一步，进行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身折价的摊销：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3 415元；贷：投资收

益3 415元。其中，34 150伊10%=3 415（元）。

第二步，将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调整：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 435元；贷：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1 435元。其中，39 000-（34 150+3 415）

=1 435（元）。

第三步，将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50 000元；贷：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成本50 000元。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12 435元；贷：持有

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12 435元。其中，15 850-3415=12 435

（元）。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转入的公允价值变动1 435元；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1 435元。

此时，该长期债券投资的摊余成本为39 000元（本金

50 000元-利息调整12 435元+转入的公允价值变动1 435元），

恰等于此时的公允价值。按照此时的摊余成本39 000元与未

来可收回的本金50 000元计算，新的实际利率为8.634%［50 000衣

（1+8.634%）3=39 000］。假定今后一直未发生减值，则每年应

按这个新的实际利率调整整个摊余成本。具体做法是，按旧的

实际利率10%计算出“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应

摊销的金额并对其进行摊销，按新的实际利率8.634%计算出

应调整整个摊余成本的金额，按这两个金额的差额，摊销“持

有至到期投资———转入的公允价值变动”科目的金额并再按

这两个金额的差额，将原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科目的该长期债券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额从“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科目中转出，转入“投资收益”科目。

假定转换后一直未发生减值，各年的会计处理如下。

20伊3年12月31日该企业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3 757元；贷：投资收益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为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核算

【摘要】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准则对这种转换的会计处理作了原则性的

规定，但未给出具体处理方法，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关键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转换

蒋季奎

渊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上海 200083冤

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49窑阴



3 757元。其中，（50 000-12 435）伊10%=3 757（元）。

借：投资收益390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转入的公允

价值变动390元。其中，39 000伊8.634%=3 367（元），3 757-3 367=

390（元）。

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390元；贷：投资收

益390元。

20伊4年12月31日该企业应做如下的会计处理：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4 132元；贷：投资收益

4 132元。其中，（50 000-8 678）伊10%=4 132（元）。

借：投资收益474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转入的公允

价值变动474元。其中，（39 000+3367）伊8.634%=3658（元），4 132-

3 658=474（元）。

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74元；贷：投资收

益474元。

20伊5年12月31日该企业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4 545元；贷：投资收益

4 545元。其中，（50 000-4 546）伊10%=4 545（元）。

借：投资收益571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转入的公允

价值变动571元。其中，（39 000+3 367+3 658）伊8.634%=3 974

（元），4545-3 974=571（元）。

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71元；贷：投资收

益571元。

至此，全部摊销已经完成。到期领取本金时，只需做如下

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50 000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50000元。

上例中，假定在20伊4年12月31日该企业断定该长期债券

投资发生了减值，估计在20伊5年12月31日债券到期时，只能

收回40 000元，则根据减值情况，又应当如何进行进一步会计

处理呢？

此时，经过20伊4年的摊销，该债券投资的各个明细科目

的余额如下：“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借方50 000元；“持

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贷方4 545元；“持有至到期

投资———转入的公允价值变动”借方571元。另外，在“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中，有该债券投资在作为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时产生的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571元，尚未转

入收益。根据会计准则的规定，该企业应做如下处理：

首先，计算应提取的减值准备。应提取的减值准备=10000衣

（1+8.634%）=9 205（元）。做如下会计分录：

借：资产减值损失9 205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9 205元。

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571元；贷：资产减

值损失571元。

假定在20伊5年12月31日该企业果然收回40 000元，则会

计处理如下：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4 545元；贷：投资收

益4 545元。其中，（50 000-4 546）伊10%=4 545（元）。

借：投资收益571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转入的公允

价值变动571元。其中，（50 000-4 546+571）伊8.634%=3 974

（元），4 545-3 974=571（元）。

借：投资收益795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795元。

其中，9 205伊8.634%=795（元）。

借：银行存款40 000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10 000

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50 000元。

三、结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转为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的关键

在于转换前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的处理。上例

中，按照会计准则的精神，对于转换前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

利得或损失，在转换时，先仍然保留在所有者权益中。在不发

生减值的情况下，在到期日前逐步转入损益。但在到期日前如

果发生了减值，则需将尚未转入损益的部分立即全部转入损

益。这样处理的理由是：转换前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

损失，是转换时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与该金融资产在不考虑

公允价值情况下的摊余成本的差额，为避免企业借转换的名

义来操纵利润，转换必须按公允价值进行，转换前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也必须先仍然保留在所有者权益中。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到期日的临近，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与

该金融资产在不考虑公允价值情况下的摊余成本将越来越接

近，而该金融资产在不考虑公允价值情况下的摊余成本将越

来越接近到期可收回的金额，这就意味着转换前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将逐步实现。所以会计准则规定，假如

到期日前一直未发生减值，就将其分期转入损益，至到期日则

全部转完。但在到期日前如果发生了减值，那就意味着转换

前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或损失应当立即全部转入损

益。因为如果是利得，则已经消失殆尽；如果是损失，则应当看

作已经实现（减值是价值的永久性下跌）。所以，会计准则规

定，在这种情况下，应将尚未转入损益的部分立即全部转入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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