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处置资产的时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企业应

将已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予以注销，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

应将原已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投资收益。二者

的会计处理实际是可以统一的。在处置任何资产时，都可以

首先处理原来所有合理估计的有关内容，然后比照正常资

产转让业务做出会计处理。

一、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模式

目前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处置资产时其资产减值准备的处

理方法并没有完全统一，下面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

期投资等资产为例，对通用的两种处理方法加以说明。

1.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内并没有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但是当出现公允价值变动时，仍然需要做

出对应的会计处理。特别是在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时，确认

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就更加类似于对“交

易性金融资产———成本”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我们试对其会

计处理模式加以分析。对于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应将该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内确认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转入处置期间的投资收益。以下举例加以分析。

例1：2007年1月1日某公司购入A债券149 000元，2007年6

月7日A债券的市场价格为140 000元，该公司于2007年7月23

日出售所持有的A债券，售价为150 000元。该项交易性金融资

产从购入到处置的会计处理为：

（1）2007年1月1日购入时：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49 000元

贷：银行存款 149 000元

（2）2007年6月30日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时：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 000元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9 000元

（3）2007年7月23日出售时：

借：银行存款 150 000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9 000元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49 000元

投资收益 10 000元

同时，将此前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进行

对冲：

借：投资收益 9 000元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 000元

2. 持有至到期投资等资产。对于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等

资产（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外的其他资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在处置该项资产时，同时处理该项资产的有关备抵或

附加账户的余额。

例2：A公司于2007年1月2日从证券市场上购入B公司于

2006年1月1日发行的债券，该债券四年期、票面年利率4%、每

年1月5日支付上一年度的利息，到期日为2010年1月1日，到期

日一次归还本金和最后一次利息。A公司购入债券的面值为

1 000万元，实际支付价款为992.77万元，另支付相关费用20万

元。A公司购入后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购入债券的实

际利率为5%。假定按年计提利息。2007年12月31日，该债券市

场价值为951.41万元。2008年1月2日出售该项债券，取得890

万元存入银行。该项持有至到期投资从取得到出售的会计处

理分别为：

（1）2007年1月2日购入时：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万元

应收利息 40万元

贷：银行存款 1 012.77万元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7.23万元

（2）2007年1月5日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 40万元

贷：应收利息 40万元

（3）2007年12月31日计算本年度利息及确认资产减值损

失时：

首先，计算本年度的利息及应确认的投资收益等。本年度

的利息越1 000伊4豫越40（万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972.77伊

5%=48.64（万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48.64-40=

8.64（万元）。

借：应收利息 40万元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8.64万元

贷：投资收益 48.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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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等资产时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模式，并进行

了举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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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计算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债券的账面价值越

1 000原27.23垣8.64越981.41（万元），该债券市场价值为951.41

万元，因此应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30万元。

借：资产减值损失 30万元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30万元

（4）2008年1月2日出售时：

借：银行存款 890万元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30万元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8.59万元

投资收益 61.41万元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万元

二、对现行资产减值准备会计处理模式的评价

1. 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

笔者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的本质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的备抵科目。如果对现行处置中

的会计分录（见例1）作些微调，将得出更为合理的会计处理方

法。首先，对从取得日到处置日确认的并未真正实现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余额予以注销，即作与确认相反的会计分

录。由于本例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余额在借方，所以：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9 000元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 000元

若余额在贷方，则反之。

然后，由于经过以上处理后“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变动”科目余额已经为零，此时只需结平“交易性金融资

产———成本”科目的余额，差额计入投资收益即可。

借：银行存款 150 000元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49 000元

投资收益 1 000元

通过以上会计处理我们就可以直观清楚地看到，对于该

项交易性金融资产，从取得到出售，无论期间发生怎样的公允

价值变动，其最终实现的投资收益总是会计分录中的金额，即

“投资收益1 000元”，则可以从会计分录中直接看到该项交

易性金融资产真正的投资收益。其他资产处置时其减值准备

（备抵科目余额）的会计处理我们也可以参照交易性金融资

产执行。

2. 对于处置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我们认为，例2

的会计处理（即依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所作的会计处理）计算

得出的金额并不是准确的。

从例2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截至2008年1月1日，“持有

至到期投资”所有明细科目的余额为981.41万元，而出售该

项债券时得到的银行存款为890万元，所以结合前后分析，我

们不难得出最终该项债券实现的投资收益应该为：890原

981.41越原91.41（万元）。即处置该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真正投

资收益不应该是原61.41万元。

三、处置资产时资产减值准备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1. 理论分析。对于资产减值准备或者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变动，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其只是一种“可能”而

已，都没有真正“实现”（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其已实现，就

应该一次性地确认到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其他有关损益

科目中去），或者说任何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和确认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所谓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都只是合理的估计而已。

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在处置某项资产时，才可以真正“盖棺定

论”，即最终确定是否获利或亏损。而此时“盖棺定论”后，就恰

好是对此前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和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的彻底否定。所以会计处理上，在处置任何资产时，可以首先

处理原来所有合理估计的有关内容，然后做出正常转让资产

的会计处理。我们对例2加以分析说明。

笔者认为，例2中处置该项持有至到期投资时，首先应该

对2007年12月31日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予以否定（因为既然

该项资产已经在处置过程中，所以所有的“准备”就已经“完

毕”），然后正常处置该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即2008年1月2日的

会计处理为：

第一，核销处置前为该项持有至到期投资所作的所有

“准备”。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30万元

贷：资产减值损失 30万元

第二，处置该项持有至到期投资。

借：银行存款 890万元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8.59万元

投资收益 91.41万元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万元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处置该项持有至到期投资时，投

资收益在借方，金额为91.41万元，即其最终实现的投资

收益为原91.41万元，而不是原61.41万元。

依此类推，在处置任何资产时，都可以按照以上处理程序

进行处理。我们总结其处理程序如下：

首先，核销该项资产自取得到处置时“伊伊准备”等科目的

余额；其次，结平该项资产的所有明细科目余额。作以下会计

分录：

借：伊伊减值准备（结平账面余额）

贷：资产减值损失（结平账面余额）

同时作以下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等（实际金额）

除“伊伊准备”外的备抵科目（结平账面余额）

投资收益、营业外支出等（差额，也可以在贷方）

贷：伊伊资产（成本）

按照以上程序进行会计处理后，我们发现，此时与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时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形成了统一。

2. 适用范围及应用举例。单位处置所有资产时，都可以

按照以上程序进行会计处理。主要有：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含债务重组）、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我们以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为例加以分

析。

例3：甲公司应收乙公司销货款200 000元，现由于乙公司

经营不善，出现财务困难，双方达成协议，乙公司以现金

160 000元进行债务重组。已知甲公司为该项债权提取坏账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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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中，企业会计人员只有针对不同销售情形进行具体

分析，才能做出正确的会计处理和相应的税务处理，本文举例

对此加以讨论。

一、采用托收承付方式销售商品

此种方式下，在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收入。

例1：黄河公司2006年8月2日发给长江公司A产品800件，

增值税发票上注明货款600 000元，增值税税额102 000元，代

垫运费6 000元，已向银行办理托收手续。运费发票已转交给

购货方。

会计处理：借：应收账款———长江公司708 000；贷：主营

业务收入 60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102 000，银行存款6 000。

税务处理：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收款方式销售货物，其增

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

可见这种情形下会计与税务处理是一致的。承运者的运费发

票开具给购货方并且纳税人将该项发票转交给购货方的代垫

运费不计入价外费用，不缴增值税。不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

应作为价外费用。

二、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的

此种方式下，在购买方接受商品以及安装和检验完毕前

不确认收入，待安装和检验完毕时再确认收入。如果安装程序

比较简单，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例2：2006年12月1日，黄河公司与长江公司签订一份电子

监控系统的销售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黄河公司向长江公

司销售电子监控系统并负责安装，合同总价款为7 000 000元（不

含增值税），其中商品部分6 000 000元，劳务部分1 000 000

元，长江公司在黄河公司交付该设备时支付合同价款的70%，

其余部分在安装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12月5日该设备运

抵长江公司，长江公司于当日支付合同价款的70%，黄河公司

亦同时开出此部分价款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设备的实际成本

为5 200 000元，预计安装费用为600 000元。12月10日开始安

装，至12月31日安装进度达到60%，发生安装费用400 000元，

以银行存款支付，其后发生安装费用200 000元。2007年1月10

日完成安装并收到合同尾款。假定黄河公司设置“安装成本”

科目归集该销售合同的相关成本费用。

会计处理：淤2006年12月31日安装尚未完成，黄河公司不

应确认收入，借：银行存款5 733 000；贷：预收账款———长江公

司4 900 000（7 000 000伊7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

项税额）833 000（4 900 000伊17%）。借：安装成本5 600 000；贷：

库存商品———电子监控系统5 200 000，银行存款400 000。

于2007年1月归集安装费用时，借：安装成本200 000；贷：银行

存款200 000。盂2007年1月10日收到尾款时，借：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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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50 000元。

（1）核销在此之前所提的“坏账准备”，即作一笔与计提坏

账准备相反的会计分录：

借：坏账准备 50 000元

贷：资产减值损失 50 000元

（2）做出债务重组时的会计分录：

借：库存现金 160 000元

营业外支出———债务重组损益 40 000元

贷：应收账款 200 000元

我们可以看出，本例中若按照目前企业会计准则的办法

处理，则：借：库存现金160 000元；借：坏账准备50 000元；贷：

应收账款200 000元；贷：营业外收入10 000元，显然该结论（在

此项债务重组中取得营业外收入10 000元）是十分荒唐的，稍

加分析我们可知，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此前计提的坏账准备

的处理上。在处置其他资产时，由于计提的减值准备存在，也

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只要按照上述方法分两步处理就可

以完全避免该结果的出现，在本例中无论计提的坏账准备金

额为多少，债务重组时恒为营业外支出。在处置其他资产时也

一样，无论此前计提了多少减值准备，处置时的损益总是相等

的。

综上所述，在处置任何资产时，首先核销在资产处置前的

“伊伊准备”科目余额，因为该项资产已经处置，不需继续“准

备”了，所以结平其账面余额，符合实际情况。同时，按照有关

资产剔除“伊伊准备”的账面价值转账后，计算的损益更简单、

准确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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