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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阐述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降低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三条过渡性途径，即修改

金融工具的计量条件、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则的同时允许某些可选择的例外和简化套期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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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三条过渡性途径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

会（FASB）在金融工具方面发布了诸多准则，但由于这些准则

是在不同时间由不同文件发布的，其系统性不够强，各准则间

难免存在不够衔接的问题，使得实务工作者、审计师和报告使

用者都感到不好理解。为此，2008年3月IASB发布了《降低金

融工具报告复杂性（讨论稿）》（简称《讨论稿》）。金融工具报

告复杂性涉及的因素相当多，《讨论稿》主要提出了简化金

融工具计量及套期会计方面的一些意见，最终使得IASB和

FASB在这两方面达成趋同。

一、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原因分析

1援 复杂性的定义。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设

立的改善财务报告咨询委员会在2008年1月发布初稿决议备

忘录，其中将复杂性定义为一种难于理解和应用的状态，主要

是指：淤使用者难于理解某一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及会计

实体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于财务报表编制者难于恰

当应用公认会计原则及传递与某一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及

会计实体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的信息。盂其他利

益相关方难以审计、分析及管制某一会计实体的财务报告。

2援 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原因及其产生的问题。金融工

具报告的复杂性与金融工具计量方法的多样性有关。IASB和

FASB要求或允许的金融工具计量方法主要包括：淤权益法；

于合并法；盂部分合并法；榆公允价值计量，未实现利得和损

失计入盈余；虞公允价值计量，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计入其他全

面收益；愚公允价值计量，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计入其他全面收

益，但应计减值损失并立即计入盈余；舆公允价值计量，部分

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计入盈余，部分未实现利得和损失计入其

他全面收益；余成本减去应计减值损失计量，同时应计减值损

失计入盈余；俞成本计量，折价及溢价摊销、应计利息、应计减

值损失并计入盈余；逾成本与市价孰低等。

金融工具计量方法及未实现利得和损失列报方式的多

样性可能产生以下问题：淤同一会计实体对两种相同的金融

工具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管理层可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诸

多金融工具；金融工具获取方式可能会影响其计量；投资者拥

有被投资主体所有者权益的百分比会影响该投资的计量方

式。于不同行业的会计主体对两种相同的金融工具采用不同

的计量方法。

金融工具计量方法的多样性也会给利益相关方带来一

些问题。淤决定哪种金融工具必须或可以用某种方式计量的

标准很复杂，难以应用。于某些金融工具没有清晰的计量条

件。盂在某些情况下，管理层必须选择如何对某一金融工具

进行计量。这表现为没有在恰当时机作出某一选择或没有恰

当的用文件来证明某一选择可能会产生管理层本想避免的计

量方式。榆不同计量方法会导致不同的利得和损失。虞不容易

识别哪种金融工具使用了哪种计量方法或不容易理解作出这

种区分的意义，这使得要对同一会计实体不同期间甚至某一

会计实体单一报告期间财务报表的不同项目进行比较变得很

困难。愚对于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审计师及使用者来说，记住

并理解那些大量又复杂的计量条件既困难又耗时。

二、降低金融工具报告复杂性的三条过渡性途径

1援 修改金融工具的计量条件。

（1）减少金融工具的类别。淤消除持有至到期投资。许多

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以归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出该改变

可消除“感染”规则，这些规则限制随便归类为或不归类为持

有至到期投资。于消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将目前归类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的金融工具归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被转让、收回或

处置、发生减值时，之前在权益中确认的累积利得或损失应重

分类为盈余。上述方法可以消除这种重分类状况。

（2）简化或消除金融工具计量的某些条件或限制性条款。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消除持有至到期投资中的“感染”规则。这

些规则的目的是防止持有至到期投资被滥用，其可用某些合

适的披露要求来取代。

2援 坚持公允价值计量原则的同时允许某些可选择的例

外。一般来说，金融工具用公允价值来计量，但某些例外的情

况允许金融工具使用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判断某一金融

工具能否用成本为基础的计量方法, 取决于该金融工具现金

流量的变动性。一般来说，如果某一金融工具具有固定或微小

变动的现金流量，该金融工具可能就适用成本为基础的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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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如果某一金融工具具有高度变动的现金流量，该金融工

具则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方法。

途径二具有以下一些优点：公允价值计量与IASB和FASB

的长期目标内在一致，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同时允许某些可选

择的例外是接近该长期目标的一步；要采用例外的计量方法，

会计实体一定要满足规定的标准，且由例外引起的复杂性可

通过会计实体不采用该例外来避免；适用新创的金融工具；这

是到目前为止所能想到的最有效果及最有效率的方法。

3援 简化套期会计。本节所论套期会计只包括公允价值套

期会计和现金流量套期会计。

（1）消除（可能的话取代）某些套期会计条件。淤消除所有

的套期会计。某些财务报表使用者认为，当前的套期会计并不

能经常反映套期活动的经济后果。在他们看来，在财务报表中

披露套期活动的经济后果能提供更有用的信息。于取代公允

价值套期会计的三种方式。第一，公允价值选择权。对于某些

特殊的金融工具及许多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仍适用公

允价值套期会计。其他金融工具则适用公允价值选择权。鉴于

公允价值选择权与公允价值套期会计相比还不够灵活，《讨论

稿》提出三条改进措施：允许其应用于更多的非金融资产和非

金融负债；允许其应用于某些特定的风险或被套期项目的某

些部分；允许其在初始确认后的任何时候运用。第二，与现金

流量套期会计类似，允许套期工具的利得和损失在盈余外确

认。作该改变使公允价值套期下对套期工具的利得和损失的

处理方式与现金流量套期一致。即套期工具利得和损失的有

效部分在其他全面收益中确认，被套期项目的计量不受影响。

第三，允许某些金融工具的利得和损失在盈余外确认。

（2）保留并简化某些套期会计条件。淤套期关系的指定和

证明文件。为阻止因有效性评估方法任意改变带来的追溯盈

余管理，《讨论稿》提出，方法之一就是允许管理层制定有效性

评估的一般政策，该政策包含一条退路，以防初始证明文件中

给定的有效性评估方法被证明是不对的。于套期关系的终止

指定和重新指定。套期关系可随意被指定或终止指定。只要套

期关系不符合有效性测试条件，该套期关系可随时终止。在这

种情况下，同一套期工具可能被重新指定为对同一被套期项

目或不同被套期项目的套期。《讨论稿》指出，解决该问题的方

法之一就是建立单独的规则以降低套期关系被终止指定和重

新指定的频率，比如，可规定套期关系的指定是不可撤销的。

盂部分套期。针对部分套期有效性评估问题，《讨论稿》提出，

可创造一种假定的衍生工具，该工具对被套期风险进行了完

美套期，然后将套期工具的利得和损失与假定的衍生工具的

利得和损失进行比较。针对现金流量部分套期带来的问题，

《讨论稿》提出，禁止对部分套期采用套期会计方法。榆套期关

系的有效性评估和无效性确认。由于有效性评估的不确定性

及不同利益相关方对有效性评估的确定标准存在差异，《讨论

稿》除提出假定的衍生工具外，还提出以下方法：消除某些或

全部的有效性符合条件；消除所有的有效性符合测试，仅要求

实际的无效性在盈余中确认；当且仅当某一项目的整体被指

定为被套期项目时，消除所有的有效性符合测试；当某一项目

的整体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时，消除追溯有效性测试。虞组合

套期会计。财务报表的编制者认为当前组合套期会计中的“相

似性”标准过于严格，引起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且使得经济上

等价的交易被以不同方式报告。针对组合套期会计，《讨论稿》

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方法。愚递延利得和损失重分类至盈

余（只针对现金流量套期会计）。现金流量套期会计存在三个

问题：很难确定预期交易是否发生；套期工具的利得和损失不

一定能抵消未来现金流量的变动，因为未来现金流量是不确

定的且易受不可预见的变动的影响；如果被套期的预期交易

没发生，则不管什么原因，套期工具的利得和损失都要从盈余

中剔除。《讨论稿》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当被套期交易预期要

影响盈余时，管理层需做出声明并在此时将利得和损失重分

类至盈余，而不管预期交易是否会发生及是否如预期一样影

响盈余。

三、《讨论稿》存在的不足

1. 经验表明，对金融工具计量条件进行修订需相当长的

时间，且作这种修订产生的效果并不显著。

2. 公允价值计量原则同时允许某些可选择的例外，该方

法可能要求现有会计准则在短期内作出重大改动。因为允许

可选择的例外，这些例外可能会产生难于理解的信息。

3. 增加公允价值选择权的弹性可能会增加金融工具报

告的复杂性，比如，允许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于某些特定的

风险或被套期项目的某些部分会产生与部分套期相类似的

问题。

4. 取代公允价值套期会计的第二种方法，将套期工具的

利得和损失在盈余外确认，这种方法如现金流量套期一样需

要很多限制条件，这可能会导致该方法能够降低的复杂性不

显著。

5. 套期关系的指定不可撤销，会使得会计实体不再具有

决定套期会计何时被终止指定或何时被重新指定的弹性。

6. 许多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反对消除部分套期，他们认为

消除部分套期很可能会降低套期会计被应用的频率。在他们

看来，部分套期引起的复杂性是“良性的复杂性”。

7. 某些改进方法还不够具体，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允许

公允价值选择权应用于更多的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但

《讨论稿》并没提出是哪些非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负债，使得该

改善产生的积极效果大打折扣。再如，《讨论稿》提出创造一种

假定的衍生工具，但并没有指出该衍生工具应该具有什么样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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