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

的会计核算方法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在学习和实际工作

中容易混淆和出错。为了便于理解和掌握，本文从几个方面对

它们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

投资的比较

1. 概念。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指企业为了近期内出售或获

利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指初始确认时即

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贷款和应收款

项、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

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

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 特性。交易性金融资产具有短期性，持有期限一般少

于三个月；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具有不确定性，持有期限可长可

短；持有至到期投资具有长期性，一般指长期债券投资。

3. 初始入账成本。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取得时的公允价值

作为其初始确认金额，记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科目，

所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在发生时记入“投资收益”科目。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与交易费用之和记入“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成本”科目。企业取得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为债券

投资的，按其面值入账，实际支付的价款与面值的差额记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科目。持有至到期投资按

投资的面值借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科目，实际支付

的价款与面值的差额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科目。

4. 价款中包含的股利或利息的处理。交易性金融资产核

算中记入“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核算中记入“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持有至到期投资

核算中持有至到期投资为一次性还本付息债券的，记入“持有

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科目；为分期付息债券的，记入“应

收利息”科目。

5. 期末计息的处理。

（1）交易性金融资产。借：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贷：投资

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票投资：借：应收股利；贷：投资

收益。可供出售债券为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借：应收利息

（按票面利率计算）；贷：投资收益（按实际利率计算），借或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可供出售债券为一次性还

本付息的：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计利息（按票面利率

计算）；贷：投资收益（按实际利率计算），借或贷：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利息调整。

（3）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为分期付息、一次

还本债券的：借：应收利息（按票面利率计算）；贷：投资收益

（按实际利率计算），借或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持有至到期投资为一次性还本付息债券的：借：持有至到期投

资———应计利息（按票面利率计算）；贷：投资收益（按实际利

率计算），借或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6. 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

（1）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或减少时：借或贷：交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或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或减少时：借或贷：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或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大幅度或持续下降，可认定该资产已

发生减值损失的：借：资产减值损失；贷：资本公积———其他资

本公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价值回升时：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资产减值损失

（债券投资）或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股票投资）。

（3）持有至到期投资发生减值时：借：资产减值损失；贷：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已提取减值准备的持有至到期投

资，以后期间价值又恢复的，在已提减值准备的范围内：借：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贷：资产减值损失。

7. 处置核算。

（1）交易性金融资产。借：银行存款，借或贷：交易性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贷或

借：投资收益。同时，借或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贷或借：投资

收益。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淤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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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七个方面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它们在会计核算

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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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出售金融资产：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持有至

到期投资减值准备；贷：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余额），借或贷：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差额）。于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借：银行存款（实际收到的金额），借或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利息调

整、———应计利息、———公允价值变动，贷或借：投资收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淤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持有至到

期投资减值准备；贷：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余额），借或贷：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差额）。于出售：借：银行存款，持有

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借或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应计利息，贷或借：投

资收益。盂到期收回：借：银行存款；贷：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应计利息（应收利息）。

二、存在的问题

1. 相同的费用、相同的内容记录的方法多种多样。如取

得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交

易费用有三种处理方法。一是计入投资收益，二是计入资产账

面价值，三是计入利息调整。对于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资产的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的处理，有的采用公允价值计价

法，如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无论资产的

公允价值大于或小于资产的账面价值，都要对资产的账面价

值进行调整，使其始终按公允价值反映；有的采用成本与市价

孰低法，如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只有当资产的公允价值低于

账面价值时，才需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让人难以掌握。

2. 使用的过渡性科目太多，科目之间的结转次数增加，容

易产生混乱。如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

价值发生变动而产生的与账面余额的差额，先记入“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科目，待资产处置或出售时又转入“投资收益”科

目，或者先记入“资本公积”科目，处置时又从“资本公积”科目

转出等，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过渡性核算，不够简化。同时，这

样的核算方法不能及时反映当期的损益，因为这些损益只有

在资产处置时才转入“投资收益”科目，确认其投资损益，不符

合配比原则，造成利润不实。

3. 持有至到期投资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到期日固定、回

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二是企业有明确意图持有至到期；三是

企业有能力持有至到期。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表明企业没有

能力将具有固定期限的金融资产投资持有至到期，即：没有可

利用的财务资源持续地为该金融资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受

法律、行政法规的限制；其他表明企业没有能力将具有固定期

限的金融资产投资持有至到期的情况。因此，企业应当在每个

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持有意图和能力进行评

价，发生变化的，可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在重分类日按其公允价值，借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

目，按其账面余额，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按其差额，借

记或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试想一下：如果

取得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债券后，企业又改变了初衷，有

意图且有能力把债券持有至到期，即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具

备了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三个特征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否

能转换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呢？对此，现行会计准则没有规定明

确的处理方法。

三、建议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

都是企业对外投资的一种方式，它们在对交易费用的处理上、

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和账务处理上应尽量统一。笔者认为将

交易费用计入资产账面价值中的做法比较可取，如果这样，需

要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取得的核算方法进行

修改。为了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资产的变动情况，对于公允价值

的变动，则宜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法，即在资产负债表日，随着

公允价值的变动，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需要对持有至到

期投资账面价值按照公允价值的变动进行调整，增设“持有至

到期投资———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的核算，统一使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而不

使用“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取得时的账务处理如

下：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含交易费用）或持有至到期

投资———成本（含交易费用），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包含的未

发放的股利或利息）；贷：银行存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价值按照公允价值的变动进行调整

的账务处理如下：借或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贷或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减少科目之间结转的次数，减少科目的数量。如可考虑

取消“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因公允价值变动而引起的公

允价值与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在资产负债表日可直接记入

“投资收益”科目。这样既减少了过渡性科目，又简化了处置对

外投资时结转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工作。即当交易性金融资

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

时：借或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持有至到期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贷或借：投资收益。

3. 如前所述，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至到

期投资的持有意图和能力进行评价，发生变化的，可将持有至

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那么，如果企业改变了

初衷，有意图且有能力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债券投资持

有至到期，即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具备了持有至到期投资的

三个特征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也应当转换为持有至到期投

资。账务处理如下：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应计利

息，借或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公允价值变

动；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应计利息，贷或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公允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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