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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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没有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

应收款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其他的金融资产

比起来，这一类作为投资的一种，在会计

处理上，既不如交易性金融资产那样灵

活，也不至于与持有至到期投资那样有明

确的目的，不能任意处置。作为这样一种

比较“中和”的资产，我们必须明确其与

其他金融资产共同之处，也应熟悉其特点

并区别与其他种类。

新准则修改之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初始计量、后续计量都是以公允价值计

价，笔者在这里将其与其他类金融资产做

对比分析其特殊会计处理之处：

一、初始计量
所有的金融资产在《新企业会计准

则》出台之后，一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

与以前成本计价相比显然更能反映资产的

实际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交

易费用同时也要计入初始确认金额。在所

有的金融资产中唯一与其不同的是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有它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

损益，而非成本。会计分录如下：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应收利息（或：应收股利）

贷：银行存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或

借记）

二、后续计量
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应当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笔者认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处理

探究与对比

[内容摘要]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作为金融资产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其自身独特之处，
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在处理方法和程
序上都有很多不同之处。本文就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与其他几类金融资产的对比
探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其会计处理的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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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该类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是需要

重点关注的。

我们可以从四类不同金融资产的后续

计量看其特点：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将

以公允价值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持有至到期投资与贷款和应收款项的

后续计量却与公允价值的变动无太大关

系，他们均是以摊余成本计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他们相比起来就

很特殊，在资产负债表日，其与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一样，以该类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但不同的是计入所有者权益，而不是当期

损益。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将“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转出，计入当

期损益。

会计分录为：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或作相反分录。

所以说，在取得一项金融资产的时

候，分类是相当重要的，可供出售的金融

资产价值一旦变动，影响的是所有者权

益，而不单单是当期损益了。

三、资产减值处理
金融资产持有方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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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账面价值进

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

减值的，应当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减值准

备。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对哪一项金融

资产，都必须找出其发生减值的客观证据

作为依据，记录减值损失。

还是以对比来看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

特点：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是不

存在减值处理的，因为对这类金融资产来

说，其所有变动都已及时计入当期损益，相

当于做“资产减值”处理了。对于持有至到

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减值损失的计量，

发生减值是，应当在该金融资产的帐面价

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再来关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减值损

失，由于在后续计量过程中，其变动为计入

当期损益而是所有者权益，故，在做减值损

失时，首先应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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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特殊。即增加所有者权

益，同时增加当期损益。会计分录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在这里，　转出的累计损失，等于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

回本金和已摊余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

已计入当期损益的减值损失之后的余额。

所以在做这项处理时，会计人员需要多方

面考虑，避免错记漏记的发生。

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我们还应考

虑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公允价值不能

可靠计量的这一类权益工具，对这一类一

般是采用按照类似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合理

确认减值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可供出售

权益工具投资发生的减值损失，不得通过

损益转回。上面已提到，与之形成鲜明对

的是，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

减值损失正是通过损益转回的。

四、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
企业拥有这四类金融资产，随着市场

不断变化，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以前的资产

分类不再适合现在商业环境。根据《新企

业会计准则》，这四类金融资产不可随意

相互转换。具体来说，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得与任

何一项其他的金融资产发生相互转换。即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不得转换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唯一可以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转换，

即可重分类的是持有至到期投资。并且这

种重分类还是有条件限制的。

从持有至到期投资角度看，根据规

定，若企业因持有至到期投资部分出售或

充分类金额较大，又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

所允许的例外情况，剩余部分不再适合划

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企业应当将投资

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当

转换完成后，这部分资产将按照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相关规定，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

计量。同样的，如果企业认为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一部分有明确的到期日及确定的持

有意图等条件时，可按规定将这部分划转

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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