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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投资形成的损益进行

核算，会发现“投资收益”与“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两个账户核

算内容很难区分。如规定出售

交易性金融资产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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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A企业于 2006年 1月

1 日购入面值 100 万元的债

券，利率为 3%，划分为交易性

金融资产。取得时，支付价款

103万元（含已宣告发放利息 3

万元），另支付交易费用 2万

元。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 103万元，投资收益 2万元；

贷：银行存款 105万元。

2006年 1月 5日，收到最

初支付价款中所含利息 3 万

元。借：银行存款 3万元；贷：交

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3万元。

2006年 12月 31日，债券公允价值为 110万元。借：交易

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0万元；贷：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10万元。

2007年 1月 5日，收到 2006年利息 3万元。借：银行存

款 3万元；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万元。

2007年 10月 6日，将该债券处置（售价 120万元）。借：

银行存款 120万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万元；贷：交易性金

融资产———成本 100 万元、———公允价值变动 7万元，投资

收益 17万元（120-103）。

本例中，A 企业在该项投资中的实际收益为 21 万元

（120-100-2+3）。但从 2007年 10月 6日处置的账务处理来

看，将其取得的价差 21万元分别记入“投资收益”账户 17万

元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账户 4万元的处理不好理解。在这

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似乎承担了调整“投资收益”的责

任，成了调整账户。

“投资收益”账户是反映企业投资中形成损益情况的，而

投资中形成的损益就是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实质

上，交易性金融资产具有短期的性质，取得的投资损益就是其

价差，而这价差就是其账面成本与公允价值的差额。在本例

中，“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账户作为损益类账户，

期末结转余额后，对本年利润的影响是相同的。因此，建议将

该项投资取得的价差全部记入“投资收益”账户，使其道理更

明了，账务处理更简便。对于公允价值变动金额，不调整交易

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也不作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而是在

处置时将其作为投资损益处理。茵

一、生产用材料存货应用可变现净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1援 追加成本上升导致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为简化起

见，我们把追加的加工成本、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统称为追加

成本。

例如，生产某产品的材料单价为 10元，正常的追加成本

为 8元，用该材料生产的产品售价为 20元。期末估计本期追

加成本将上升到 11元，材料的重置成本以及产成品的售价没

有变化。分析：可变现净值越20原11越9（元），小于材料的入账成

本 10元，应计提 1元的减值准备。

上述做法存在的矛盾是，该材料的市价并未下跌，可变现

净值下降的原因是存货追加成本的上升，因追加成本上升而

计提减值准备，导致对损益确认产生了理解上的偏差。因为损

失不是材料成本下跌引起的，可能是追加成本控制不力的缘

故（经营方面的原因），计提材料减值准备将两者弄混淆了。

2援 多种材料共同用于生产一种产品，难以用可变现净值

判断并计提减值准备。例如，企业生产某产品需要两种材料，

其中 A材料的账面成本为 20元，B材料的账面成本为 10元，

期末由于两种材料价格下跌导致该产品的售价下跌到 40元，

已知追加成本为 15元。分析：可变现净值越40原15越25（元），小

于两种材料的账面成本 30元，按照 A、B材料的用途，期末如

有库存，应对其计提减值准备。

但是问题在于，按照产成品基础确认可变现净值后，这部

分减值如何在两种材料之间分摊，惟一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

是按 A、B材料的账面成本分摊，但不合理之处是 A、B材料

往往不是按同一比例跌价的。

二、解决之道

现实中，追加成本的估计以及可变现净值计算的间接性

（需要用售价减去追加成本）限制了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

的应用。相比之下，重置成本取得较容易，便于与账面成本进

行比较。

例如，A材料的账面成本为 10元，该材料用于生产 B产

品，从生产到销售的追加成本为 10元。期末 A材料的重置成

本为 8元，B产品的售价为 19元。分析：材料的可变现净值越

19原10越9（元），如果用该材料继续生产，必然会发生亏损，所

以应计提减值准备。如果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成本比较，应计

提减值准备 1元，如果按重置成本，应计提减值准备 2元。笔

者认为后者更为合理。从这个例子可以发现，如果应用可变现

净值概念，实际上将材料的跌价损失和未来加工成为产成品

小议材料存货的期末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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