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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会计处理缺陷及修正

曾繁英渊 教 授 冤

渊 华 侨 大 学 工 商 管 理 学 院 福 建 泉 州 362021冤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作为利润表项目，应有明确涵义、传递

确切信息。现行会计准则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业务的会

计处理导致该报表项目失去信息含量。本文通过调整交易性

金融资产处置业务的会计处理修正这一问题。

一、提出问题

一项交易或事项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列报十分重要，因为

财务报表是主体向外部交流财务信息的主要手段。随着资本

市场的不断深入发展，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投资品日益增多，

也为企业投资管理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交易性金融资产便

是管理层为提高资金运作效率而短期持有的金融资产，其持

有目的是交易而非使用，且多数交易性金融资产具有活跃市

价，变现能力强。由于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更能反映该资产给主

体带来的预期收益，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也要求应用公允价值

计量交易性金融资产。

每个会计期末企业需根据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期未市价调

整其账面价值，并将二者间的差异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即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持有利得，但该利得能否实现，取决

于最终的处置价格。因此，从购入———持有———处置过程看，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损益由已确认但未实现的持有利得和

处置收益两部分构成：利润表中也相应设置“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和“投资收益”两个报表项目予以反映。那么，报表使用者

就应该可以通过考察利润表中的这两个项目掌握交易性金融

资产给主体带来的损益及其赚取过程。特别是“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项目应该如实反映当期交易性金融资产市价变动的结

果，如，若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50 000元，就意味着当

期因确认公允价值上升而使企业的利润增加了 50 000元；反

之，若该项目金额为-50 000元，则说明由于公允价值下降而

导致企业利润下降 50 000元。但遗憾的是，目前关于交易性

金融资产处置业务的会计处理却使利润表该项目无法得出上

述认识。

二、现行会计准则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业务的会计

处理及其缺陷分析

1. 现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业务会计处理。注册会计师

资格考试辅导教材《会计》明确指出，“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时，其公允价值与初始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投资收

益，同时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样处理的实质是认为持

有期间确认的未实现损益随着处置业务的发生转变为已实现

损益，因此应该将处置资产之前累计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结转到“投资收益”账户，由此在“投资收益”账户还原了该

资产给主体带来的所有已实现收益，但“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账户便变得没有信息含量了。具体核算过程举例说明如下。

例：20伊7年 10月 13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1 000 000元从

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发行的股票 100 000股，每股价格 10

元，另支付交易费用 1 000元。甲公司将持有的乙公司股权划

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且持有乙公司股权后对其无共同控制

或重大影响。

甲公司其他相关资料如下：

（1）20伊7年 10月 31日，乙公司股票价格涨到每股 12

元。

（2）20伊7 年 11 月 30 日，乙公司股票价格跌至每股 9

元。

（3）20伊7年 12月 5日，以每股 10援5元价格售出 50 000

股乙公司股票。

（4）20伊7 年 12 月 31 日，乙公司股票价格为每股 10援6

元。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1）20伊7年 10月 13日，购入乙公司股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投资收益 1 000

贷：银行存款 1 001 000

（2）20伊7年 10月 31日，确认股票持有利得：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0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0 000

（3）20伊7年 11月 30日，确认股票持有损失：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00 000

（4）20伊7年 12月 5日，以每股 10援5元价格售出 50 000

股乙公司股票：

借：银行存款 525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 000

投资收益 25 000

（5）20伊7年 12月 31日，确认股票持有利得：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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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业务中 20伊7 年累计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为-20 000元，但 20伊7年年报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金额

为 30 000元。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 20伊7年 12月 5日处置

50 000 股股票时转回了原确认的其应分摊的 50 000 元公

允价值变动损失。因此，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金

额既不是 20伊7年实际确认的持有利得，也非 20伊7年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转回的持有利得，是二者综合的结果。而利

润表中“投资收益”金额是 25 000元，而实际上处置收益却是

75 000元。

当然，我们这里只是列举了交易性金融资产购入———持

有———处置业务的一种情形，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只有一项、

期末资产有余额、持有期间股价有涨跌。实务中企业的这类交

易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如资产价格单方向变动，或涨或跌，也

可能涨跌变化剧烈，资产种类多样化、交易更频繁。但只要处

置时转回原确认的持有利得，那么报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项目传递出的信息都难以理解。同时，“投资收益”项目反

映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累计实现的损益，包括持有利得变现

部分。这种结果实际上偏离了公允价值计量初衷，即反映收益

赚取过程。退一步看，既然是等到处置时确认整项投资所实现

的损益，那么持有期间就不需要确认持有利得，完全可以等到

处置时再做会计处理。如果需要确认持有利得，则应该让读者

明确当期确认的持有利得究竟是多少，从而准确把握收益质

量。因此，笔者认为，现行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业务的会计

处理方式不妥，尤其是当所持有金融资产跨年度时，问题更

明显。

2. 现行交易性金融资产会计处理方法的缺陷分析。为更

清晰地说明问题，我们随机选择一家金融类上市公司———中

国银行（601988）作为考察对象，从其公布的 2006 ~ 2009三年

年报中摘取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及营业利润

等相关数据，分析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所揭示的内涵，具体数据

见表 1、表 2。

从表 1可以看出，由于 2008、2009年的股市行情明显低

于 2006、2007年，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绝对数和其占总资

产的比重都大幅下降，说明管理层的决策是理性的。相应地，

表 2中显示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07年和 2008、2009年也

大相径庭，从 2007年度 9 386百万元下降到负数。从相对数

上看，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占营业利润的比重变化幅度也很大，

说明公司经营业绩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所带来的冲击。然而，这个分析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数据是依交易性金融资产现行

会计处理方法得出的，也就是说，2007年年报中的 9 386百万

元这个数据既包括 2007年主体确认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受公

允价值变动所带来的持有利得，也包含 2007年因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所转回原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方向相反的

两种处理结果的综合体。由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报表项目

既不能反映资产持有利得对利润的影响，更不能考察管理层

通过调整金融资产持有意图而进行的盈余管理。为了还原该

报表项目的真实涵义，应该调整现行关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处

置业务的会计处理方式。

三、交易性金融资产处置业务会计处理的调整

对于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能及时、准确反

映其为主体带来的收益。会计上应及时确认持有利得，并使

该持有利得准确反映在利润表中。可当前针对交易性金融资

产处置时要求将原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的做法，

导致利润表中该项目涵义模糊。要纠正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在现行账务处理之后再编制一个将转回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再次冲转投资收益的分录即可。这样，既可以从账簿体系中

反映原确认的持有利得是否实现，同时又可以还原利润表中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的应有涵义。如上例 20伊7年 12月

5日按每股 10援5元售出所持乙公司一半股票时，相对应的持

有期间累计持有损失为 50 000元，应做如下账务处理：

（1）借：银行存款 525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5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 000

投资收益 25 000

（2）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 000

贷：投资收益 50 000

分录（2）将分录（1）转回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抵销了，利

润表中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完全反映当期因交易性金

融资产遭受公允价值变动而确认的未实现的持有利得，同时

分录（1）有助于主体在账簿系统中解释交易性金融资产收益

赚取过程及结果，针对需要详细解释的重大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也能便利地在报表附注中作出收益实现情况的详细解

释。另外，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项目反映的是金融资产的处

置损益，总体上两者相加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利润的影响，

这与利润表中二者是相加的逻辑关系一致。由此，“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项目能使读者更准确把握企业的利润质量、来源及

其预期。茵

项 目

总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占总资产比重

2006年12月31日

5 332 025

115 828

2.172 3%

2007年12月31日

5 995 553

124 665

2.079 3%

2008年12月31日

6 955 694

87 814

1.262 5%

2009年12月31日

8 751 943

61 897

0.707 2%

表 1
中国银行 2006 ~2009年间交易性
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份额 单位院百万元

项 目

营业利润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占营业利润比重

2006年度

65 954

NA

NA

NA

2007年度

89 470

9 557

9 386

10.490 7%

2008年度

86 153

34 438

-529

-0.614 0%

2009年度

110 558

21 357

-9 244

-8.361 2%

表 2
中国银行 2006 ~ 2009年间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占营业利润的份额 单位院百万元

资料来源院金融研究数据库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