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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A8_c45_540457.htm 第三章 金融资产 第一节 交易性

金融资产 [经典例题] 正保公司2008年1月1日，购入面值为A公

司股票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实际支付价款104万元（含

已宣告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4万元），另支付交易费用0.5万元

。2008年1月5日，收到购买时支付价款中所含的股利4万元

。2008年12月31日，A公司股票的公允价值为106万元。2009

年1月5日，收到A公司股票2008年度的股利4万元。2009年4

月20日，正保公司出售A股票，售价为108万元。则正保公司

持有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实现的收益总额为（ ）万元。 A

．11.5 B．0.2 C．15.5 D．6 [例题答案] 答案解析：（1）购买

股票时，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入账： 借：交易性金融资

产成本 1 000 000 应收股利 40 000 投资收益 5 000 贷：银行存款

1 045 000 分析：对于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时，买价中包含的

交易费用，不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成本，应该单

独作为“投资收益”反映；对于在购买时买价中包含的应收

利息（或应收股利）也不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成

本，单独作为“应收利息（或应收股利）”反映。 （2）收

到购买时支付价款中所含现金股利 借：银行存款 40 000 贷：

应收股利 40 000 分析：收到买价中包含的应收利息（或应收

股利）时，直接冲减“应收利息（或应收股利）”就可以了

。 （3）2008年12月31日，A股票的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时： 借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6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 60 000 分析：交易性金融资产因为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



计量，所以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但是需要对公允价值变动

做出相应的调整，即现在的公允价值大于上期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账面价值时，调增“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果现在的公允价值小于上期

账面价值的，作相反的分录。 （4）收到A股票2008年度的股

利时（持有期间）： 借：银行存款 40 000 贷：投资收益 40

000 分析：在收到持有期间的实现应收利息（或应收股利）的

，作为“投资收益”核算，说明这时持有该项交易性金融资

产实现的收益。 （5）2009年4月20日，正保公司出售A股票时

： 借：银行存款 1 08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 60 000 投资收益 20 000 分析：企业处置该项交

易性金融资产时，应该将该项金融资产涉及的科目相应的结

转。“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按照取得时的初始入账成本结

转；“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按照从取得到处置期

间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余额结转。在本题中只发生一次公允

价值变动，所以直接将该金额在相反方向结转就可以了。这

时，按照借贷方的差额调整为“投资收益”，作为处置损益

核算。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60 000 贷：投资收益 60 000 分

析：处置该项金融资产时，以前发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科目的余额也要相应的结转到“投资收益”中。这样做是

为了更好的反映企业持有该项金融资产取得收益。需要注意

的是这里的余额指的是借方和贷方历史数据的差额，并不一

定是实际的账户余额，因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期末是没

有余额的。 正保公司持有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实现的收益总

额是： －5 000（投资收益）＋60 000（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 000（投资收益）＋20 000（投资收益）－60 000（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60 000（投资收益）＝115 000（元）。 [例题

总结与延伸] 上面的例题基本上涵盖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处理

，从初始计量到后续计量到最终的处置，由于不涉及到减值

的处理问题，所以处理还是比较简单的。需要注意的地方就

是初始计量中交易费用的处理，这是区别于其他三类金融资

产的地方。 另外比较重点的就是公允价值变动的处理和确认

相应的递延所得税。最后是处置的时候同时要把累计确认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入到投资收益中，同时转回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而税

法规定，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市价的波动

在计税时不予考虑，有关金融资产在某一会计期末的计税基

础为其取得成本。因此，当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

时，账面价值大于其初始取得成本，即账面价值大于计税基

础，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借：

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反之，当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公允价值下降时，账面价值小于其初始取得成本，即账面价

值小于计税基础，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要确认递延所得

税资产：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 [知识点理解

与总结] 1、金融资产分类：计量的差异问题和管理者的意图

。 既然划分金融资产是出于核算特点和企业的意图，那么涉

及到能不能在四个分类中相互转换金融资产的规定问题，主

要考虑点是在于防止上市公司利润调节。比如交易性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是记入到当期损益的，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等公允价值变动记入到所有者权益，持有至到期投资等摊余

成本计量，交易费用记入到初始确认成本，不直接影响损益

。因此随便转换会影响企业利润，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另外的



三类资产之间不能互相转换。至于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的相互转换是出于企业持有意图的考虑，这里需

要注意企业可以正常转换的情况。 2、交易性金融资产：按

照公允价值入帐，交易费用记入到当期损益，已经宣告的现

金股利或者利息作为应收股利或者应收利息处理。公允价值

变动记入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形成了暂时性差异，确认递

延所得税。在资产处置的时候转回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税

转回做相反的分录。需要注意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计提减

值，也不进行减值测试，主要是因为持有期限短，不涉及到

减值测试和实际利率摊销问题。 提示：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能

和其他三类金融资产互相转换。 [容易犯错的地方] 1.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交易费用是计

入当期损益，而其他三类资产是计入成本。（关于交易费用

处理，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是短期持有的，交易费用是记入

到当期损益的。如果是持有时间不确定或者是长期资产的交

易费用一般是计入到资产的入账价值中的。） 2.关于应收利

息和应收股利的问题，有的时候题目中不会明确给出价款中

是否含有利息，但是根据题目的含义可以理解为是含有应收

股利或者应收利息的，这个问题一并在这里做一下说明，持

有至到期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都要注意。一般情况下如果是

没有到付息期的一般作为应计利息核算；如果已经到了付息

期或者是已经宣告了的，那么可以确认应收利息。 比如

：2008年1月1日购买2007年初发行的5年期债券面值1000万元

，票面利率5％，实际支付1015万元，实际利率6％。每年1

月5日付息。（注意了，此处就是陷阱了，2008年1月1日购买

的，每年1月5日付息，那么支付价款中就包含了50万的利息



，但是没有明确说明。） 一直做题习惯了溢价购买，利息调

整在借方。但本题因为在年初购买，包含应收利息50万元，

所以摊余成本是965万元，其小于面值。 3、所得税的问题 公

允价值上升： 借：所得税费用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公允价值

下降：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用 这里需要注意的

事情就是： （1）、处置时转回递延所得税做相反的分录。 

（2）、一定要“分别”的进行结转，资产是资产的，负债是

负债的， 嘻嘻⋯⋯用我的结论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

门”， 4、需要注意的是交易性金融资产不计提减值，也不

进行减值测试，主要是因为持有期限短，不涉及到减值测试

和实际利率摊销问题。 5、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不要忘记最后

的这个收尾工作，要转入“投资收益”。另外对此处要延伸

一下，在做单选题的时候要仔细看问的是什么。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