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诹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核算

冷 琳 彭 洋

渊湖 南 财 政 经 济 学 院 长 沙 410205冤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其账

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应如何确认？

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当发生市场利率变化、流动性

需要变化等企业不能控制、预期不会重复发生且难以合理预

计的独立事项时，债券的持有者应将原初始确认为持有至到

期投资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当天

如果债券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如果债

券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差额冲减资本公积，且在冲减时要

以企业账面“资本公积”科目贷方余额为限，不够冲减时依次

冲减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以后债券的公允价值上升时，应

依次恢复原冲减的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其余部分再计入资

本公积。但当原已确认公允价值变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

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应将相应的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

变动净额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下面通过一个例题进行说明：

例 1：某企业于 2010年 1月 1日以 1 000万元的价格从

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 5年期、面值为 1 250万元，票面利率

为 4.72%的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债券实际利率为 9.05%，

企业购入该债券时有明确意图持有至到期日。201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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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抵扣。收到的固定资产作为实收资本入账，不影响企业

损益，故不影响企业所得税。乙公司使用该设备八年，700万

元固定资产折旧应计算企业所得税=-700伊25%=-175（万元）。

四、经营租赁

1援 甲公司每年 87.5 万元（700衣8）的租赁收入应纳营业

税=87.5伊5%=4.375（万元）；还应按照租赁收入扣除设备每

年 100万元的折旧和缴纳的营业税款来计算企业所得税=

（87.5-100-4.375）伊25%=-4.218 75（万元）。

2援 乙公司每年支付的租金 87.5 万元允许在计算企业

所得税时全额扣除。乙公司应纳企业所得税=-87.5伊25%

=-21.875（万元）。

3援 八年时间甲公司共交纳营业税 35万元（4.375伊8），企

业所得税=-4.218 75伊8=-33.75（万元）；乙公司共交纳企业所

得税=-21.875伊8=-175（万元）。

五、融资租赁

在融资租赁税务处理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融资租赁

业务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0］第 514号）规定，

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单位所从事的融

资租赁业务，无论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是否转让给承租方，均

按《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其他单位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

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

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增值税。

如果甲公司是经批准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则按照

金融业缴纳 5%的营业税。由于这种专门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实

务中并不多，故本文不考虑该类企业。

一般的企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转

让给承租方，征收增值税，不征收营业税，参照本文方法二“有

偿转让”执行；租赁的货物的所有权未转让给承租方，征收营

业税，不征收增值税，参照本文方法四“经营租赁”执行。

六、无偿出借

甲公司将设备无偿出借给乙公司使用，甲公司账上按照

自有资产照提折旧，乙公司账上不做任何处理。但这种方法在

税收检查、审计时有可能会被查出账实不符，有一定的风险，

故不建议采用。

综上所述，采用投资转让的方式来转移固定资产，集团整

体税负最少，其次为有偿转让和经营租赁，我们在实务工作中

常用的无偿划拨的方式其实纳税最多。

但上述比较基于以下几个前提条件：淤没有考虑资金时

间价值，原因在于从集团整体来看，并没有现金流入与现金流

出；于考虑成员企业现金短缺导致交易无法实现的情况；盂按

照常规，机器设备类资产一般贬值的情况加以考虑；榆如果采

用前三种方式转让，甲公司均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主要参考文献

1.杜永奎. 企业集团纳税筹划问题研究. 经济研究导刊袁

2010曰9

2.盖地.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大连院东北财经大学出

版社袁2008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上旬阴窑26窑

31日，按实际利率法确认该债券投资收益后，该债券账面价

值 1 090.5万元，其中面值 1 250万元，应计利息 59万元，利

息调整 218.5万元（贷方）。2011年 1月 2日，因企业急需资

金，将面值为 250万元的债券出售，市场价格为 230万元，剩

余债券转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分析：由于企业急需资金，不能按原计划将债券持有至到

期，必须进行金融资产的重分类处理，重分类当日，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确定公允价值变动（贷方）为 47.6万元

（230伊4原1 090.5伊80%）。会计分录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成本10 000000、———应计利息 472 000、———公允价值变

动 4760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 748 000；贷：持有

至到期投资———成本 10 000 000、———应计利息 472 000，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1 748 000，资本公积 476 000。

假定上例中其他条件不变，仅 2011年 1月 2日债券重分

类当日，面值 250万元的债券市场价格为 210万元，而企业资

本公积、盈余公积账户原余额分别为 20万元、15万元，此时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为公允价值变动（借方）32.4万元

（210伊4原1 090.5伊80%），依次冲减资本公积 20 万元、盈余

公积 12.4万元。会计分录为：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0 000 000、———应计利息 472 000，资本公积 200 000，盈余公

积 124 0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 748 000；贷：持

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0 000 000、———应计利息 472 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1 748 000、———公允价值变

动 324 000。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

是否相等？

摊余成本是指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

结果：淤扣除已偿还的本金；于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

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

计摊销额；盂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而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指的是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剔除相应减值准备后的金额。对

持有至到期投资而言，摊余成本和账面价值基本可以等同，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债务工具的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不一定

是等同的。这是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按公允价值进行后

续计量的，不需计提减值准备，仅确认公允价值变动。其账面

价值指的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各明细账（成本、应计利息、利

息调整、公允价值变动）余额的合计（即总账余额）。而按摊余

成本的上述定义，不包括公允价值变动明细账户的余额，但上

述例 1中由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转入形成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例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

始确认金额中就已包含公允价值变动。但如果是其他方式形

成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由于其初始确认金额中不

包括公允价值变动，取得时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是相等的，而

当持有期间公允价值变动时，将导致摊余成本高于或低于账

面价值。但一旦债券发生减值损失时，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又

将等同。下面通过两个例题进行说明。

例 2：2010 年 1 月 1 日企业支付价款 1 028.244 元购入

某公司发行的 3年期公司债券，该公司债券的票面总金额为

1 000元、票面利率 4%，实际利率 3%，利息每年年末支付，本

金到期支付。企业将此债券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0

年 12月 31日，该债券的市场价格为 1 000.094元。

分析：2010年 1月 1日企业取得债券时：借：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成本 1 000、———利息调整 28.244；贷：银行存款

1 028.244。此时，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账面价值和摊

余成本是相等的，都是 1 028.244元。

2010年 12月 31日：实际利息越1 028.244伊3%抑30.85（元）。

借：银行存款 40；贷：投资收益 30.8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利息调整 9.15。此时年末摊余成本越1 028.244原9.15越1 019.094

（元），与市场价格 1 000.094元相比，需调整公允价值变动 19

元。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9；贷：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19。

由此可以看出，在 2010年 12月 31日，由于调整了公允

价值变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 000.094元，而

摊余成本为 1 019.094元。两者差额就是公允价值变动额。

例 3：假设 2011 年 1 月 5 日，债券发行公司因投资决

策失误，发生严重财务困难，但仍可支付该债券当年的票面

利息，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下降为 980.094 元。企业预计，如

债券发行公司不采取措施，该债券的公允价值预计会持续

下跌。

分析：根据题意，债券发行公司因投资决策失误，发生严

重财务困难，我们判断此时债券发生了减值损失，需将原直接

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计损失转出，

计入当期损益。会计分录为：借：资产减值损失 39；贷：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0，资本公积 19。

2011年 1月 5日，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980.094元，按摊余成本的定义，由于债券发生了减值损失，初

始确认金额中要扣除掉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39元，摊余成本的

金额也为 980.094元。此时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相等。

由此可见，依据摊余成本的定义，一旦确认发生减值损

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就等

同了。但如果仅仅是公允价值的变动就会造成两者的差异。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期末公允价值变动应如

何确定，需不需要考虑摊余成本？

注会教材对此问题没有明确阐述，戴德明等同志编著的

《财务会计学》教材，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权益工具与债务

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确定方法不同：可供出售权益工具的公

允价值变动就是权益工具本期末与上期末的公允价值的差

额，而可供出售债务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是债务工具本期末

与上期末的公允价值的差额调整该期间摊余成本变动额后的

金额。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因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本

就是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的，可供出售债务工具与权益

工具公允价值变动确定的方法基本相同，都是相邻期末公允

价值变动的差额。只是债务工具在第一次调整时以摊余成本

为基础，以后均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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