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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A8_c45_538203.htm 金融资产分类的原则 在现实的

金融市场中并不存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

说法，为何在会计上有这样的分类？其实这是近年来，我国

的金融工具交易，尤其是衍生工具交易有了较快的发展，为

了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金融工具交易，便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这对相关会计准则的制定提出

了迫切要求，由此《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顺应而生。 会计上的金融资产分为以下四类： (1)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分为：交易

性金融资产、直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2)持有至到期投资； (3)贷款和应收款项

；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它们在现实的金融市场当中并不存

在这样的分类，那么怎么把具体的金融资产归入会计上的类

别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应该结合企业自身的情

况，管理的要求以及投资的策略等，但概括来讲，这四类的

划分应该体现管理者的意图，根据管理者的意图对金融资产

做出不同的分类。 如果管理者持有金融资产的目的是短期出

售获利，则应当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如果管理者的意图为持有到3年后再出售，则

应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如果管理者持有意图不是很明确

（即既不是短期出售，也不准备持有到期），则可以将其划

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因此不能认为某项金融资产一定是

交易性金融资产或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必须看管理者的



意图。 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其会计处理： （1）初始计量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用其买

价（即公允价值）入账，作为金融资产的取得成本，发生的

相关交易费用不计入投资成本，应是计入投资收益。其他三

类都应是用其公允价值加上交易费用来确认金融资产的初始

成本。 （2）后续计量： 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且不扣除将来

处置该金融资产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 ②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③贷款和应收款

项，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 ④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且不扣除将来处置该金融资

产时可能发生的交易费用。 当然归类时必须谨慎，因为一旦

确定类别，不得随意变更。准则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企

业调节利润，因为同一金融资产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对企业

的损益影响是不同的，比如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和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交易费用计入成本，持有至到期投资

采用摊余成本计量，交易费用也计入成本，可见它们对企业

损益的影响是不同的。 某项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后，不能再与其他类别的

金融资产互相重分类；而（2）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

款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三类金融资产之间，不得随意重

分类。 【识记要点】 金融资产归类的原则是依据管理者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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