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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mar10">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

会计准则》，并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试行，

随后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指南》。在新的准则和准则指

南中投资部分的内容变化较大，取消了原来的“短期投资”

科目，新增加了“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科目；取消了原来的“长期债权投资”科目，新增加了“

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其中，“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两个科目在核算内容上有相同之处，但在

会计处理方法上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与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核算内容 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企业为交

易目的所持有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等交易性金

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企业持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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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本科目核算。该科

目可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类别和品种，分别“成本”、“公

允价值变动”等进行明细核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企业

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包括划分为可供出售

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等金融资产。该科目按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的类别和品种，分别以“成本”、“利息调整”、“应

计利息”、“公允价值变动”等进行明细核算。 从核算内容

上看，两者的核算内容都包括债券投资、股票投资等内容。

核算内容基本相同。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核算的是以交易为目

的所持有的投资，还包括基金投资。从明细账的设置上看，



交易性金融资产由于是以交易为目的，短期持有，因此没有

设置债券投资的“利息调整”、“应计利息”明细科目。把

会计从业加入收藏夹 二、取得两种金融资产时的会计处理 企

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其公允价值，借记“交易性金融

资产（成本）”，按发生的交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科

目，按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或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借记“应收利息”或“应收股利”科目，按实际

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例1：2007年6月5日

，甲公司以500万元购入乙公司股票60万股作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其中包括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20万元，另支付

手续费10万元。则编制会计分录为：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480 应收股利20 投资收益10 贷：银行存款510 企业取得可供

出售的金融资产，应按其公允价值与交易费用之和，借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按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

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借记“应收股利”科目，按实际

支付的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企业取得的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为债券投资的，应按债券的面值，借记“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成本）”，按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利息，借记“应收利息”科目，按实际支付的

金额，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差额，借记或贷记“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例2：以例1资料为例，若

购入的资产划分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则编制会计分录为

：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490 应收股利20 贷：银行存

款510 两者对比可以看到，对交易费用的处理不同，交易性金

融资产作为投资收益的减项，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作为资

产成本的一部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以



交易为目的短期持有，故该交易费用作为未来实现的投资收

益的减项；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持有目的不明或持有期较

长，因此交易费用作为购入金融资产成本的构成部分。 三、

两种金融资产持有期间的会计处理 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公允价

值发生变动时，两者的处理也不相同。在资产负债表日，交

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借记“交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贷记“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科目；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分

录。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

，借记本科目（公允价值变动），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科目；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做相反的会计

分录。 例3：以例1资料为例，2007年9月30日该股票市价为7.5

元。（甲公司每季度末提供财务报表） 1.若该金融资产为交

易性金融资产，则会计处理为：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0 贷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30 2.若该金融资产为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则会计处理为：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40 交易性金融资产将其

公允价值的变动直接体现为当期损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则先计入资本公积，待金融资产出售时，再转化为投资收益

。这一处理的差异，也与两种金融资产的性质及持有目的有

关。 四、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交易性金融资产由于持有

期限短，期末若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额则直接冲减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确定发生减值的，则

计入资产减值损失。具体会计处理如下： 例4：以例1资料为

例，至12月31日，甲公司仍持有该金融资产，期末每股市价

为7元。 1.若该金融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则会计处理为：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30 2.若该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有客观证据证明

该资产确已发生减值，则会计处理为： 借：资产减值损失7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3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40 从上例可知，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公允价下降，一方面

调整金融资产的价值，一方面将减少的价值计入“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确定发生减值的，则

需确认减值损失。并按应从所有者权益中转出原计入资本公

积的累计损失金额，从“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转出

，按确认减值损失与原计入资本公积的累计损失金额的差额

，贷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五、出售金融

资产的会计处理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与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的差额，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

科目。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贷

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出售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将

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从“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转出

；按实际收到的金额与其账面余额及转出的资本公积的差额

，贷记或借记“投资收益”科目。 例5：接上述例1例3，若该

金融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在11月10日该金融资产对外出

售，售价550万元，款项已收到并已存入银行。 借：银行存

款55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3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480 投资收益7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30 例6：接上述例1例3

，若该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2007年12月31日没

有发生减值。2008年2月20日该金融资产对外出售，售价550万

元，款项已收到并已存入银行。 借：银行存款55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4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490 投资



收益6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40 从取得到出售的全部过程来

看，若该金融资产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则投资活动中的总收

益为：70－10=60（万元）；若该金融资产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则投资活动中的总收益为：60万元。总投资收益相同，

但取得、持有期间、出售等各环节的会计处理却有差异。 以

上只是对新准则下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

处理的差异做简单分析，两种金融资产会计处理的差异主要

与资产本身的特点及持有该资产的目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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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