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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讲-金融工具概述

第十四章　　金融工具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阐述金融工具的分类、确认、计量和记录问题。虽然其独立性较强，但仍可与债务重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差错更正等内容结合出题。分数较高，属于重要章节。近 年考点如下表所3

示：

考点 年份 题型/

金融资产分类、其他债权投资的核算、交易性金

融资产的核算、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及核算等
 2019 年计算分析题

交易费用的会计处理  2018 年单选题

公允价值套期的判断  2018 年多选题

影响当期损益的事项  2018 年多选题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  2018 年计算分析题

权益工具与金融负债的区分  2017 年多选题

本章应关注的主要问题：

（ ）各类金融资产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主要区别及会计处理；1

（ ）金融工具减值的会计处理；2

（ ）金融资产是否终止确认的判断及会计处理；3

（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4

（ ）套期会计的会计处理等。5

 2020 年教材主要变化

本章内容无实质性变化。

主要内容

第一节　金融工具概述

第二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第三节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计量

第五节　金融资产转移

第六节　套期会计

第七节　金融工具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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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金融工具概述

 ◇ 金融资产

 ◇ 衍生工具

 ◇ 设置的主要会计科目

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并形成其他方的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的 。 合同

【提示 】非合同权利或义务不是金融工具。如应交所得税不是金融负债。1

【提示 】金融工具可以分为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2

一、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现金、其他方的权益工具以及符合下列 的资产： 条件之一

（一）从其他方 的合同权利。 收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提示】预付账款不是金融资产，因其产生的未来经济利益是商品或服务，不是收取现金或其他

金融资产的权利。

（二）在潜在有利条件下，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权利。 例如，甲公司持有

一项以每股 元的价格在 个月后购买乙上市公司股票的看涨期权。 个月后标的股票的市价超10 6 6

过 元，则甲企业将行使期权。10

看涨期权：买入期权。是指期权的购买者拥有在期权合约有效期内按执行价格买进一定数量标

的物的权利。

看跌期权：卖出期权。是指期权的购买者拥有在期权合约有效期内按执行价格卖出一定数量标

的物的权利。

（三）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 合同，且企业根据该合同将收 非衍生工具

到 的自身权益工具。 可变数量

（四）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 合同，但以  衍生工具 固定数量的自身权

。 益工具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衍生工具合同除外

二、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是指属于本准则范围并同时具备下列特征的金融工具或其他合同：

（一）其价值随特定利率、金融工具价格、商品价格、汇率、价格指数、费率指数、信用等级、

信用指数或其他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变量为非金融变量的，该变量不应与合同的任何一方存在特定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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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要求初始净投资，或者与对市场因素变化预期有类似反应的其他合同相比，要求较少的

初始净投资。

（三）在未来某一日期结算。

常见的衍生工具包括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合同和期权合同等。

三、设置的主要会计科目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科目核算企业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在 衍生工具 科目核算。“ ”

 2.“ 债权投资 。本科目核算企业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3.“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本科目核算企业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债权投资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

础计提的损失准备。

 4.“ 其他债权投资 。本科目核算企业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债权投资）。

 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本科目核算企业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6.“ 交易性金融负债 。本科目核算企业承担的交易性金融负债。企业持有的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可在本科目下单设 指定类 明细科目核算。衍生金“ ”

融负债在 衍生工具 科目核算。“ ”

 7.“ 衍生工具 。本科目核算企业衍生工具的公允价值及其变动形成的衍生金融资产或衍生”

金融负债。作为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不在本科目核算。

 8.“ 信用减值损失 。本科目核算企业计提《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要求的各项金融工”

具减值准备所形成的预期信用损失。

 9.“ 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本明细科目核算企业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权投资）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计提的损失准备。

 10.“ 继续涉入资产 。本科目核算企业（转出方）由于对转出金融资产提供信用增级 如提” (

供担保，持有次级权益）而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时，企业所承担的最大可能损失金额 （即企业

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

 11.“ 继续涉入负债 。本科目核算企业在金融资产转移中因继续涉入被转移资产而产生的义”

务。

 12.“ 套期工具 。本科目核算企业开展套期业务（包括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

经营净投资套期）的套期工具及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产或负债。

 13.“ 被套期项目 。本科目核算企业开展套期业务的被套期项目及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资”

产或负债。

 14.“ 套期损益 。本科目核算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和损失。”

 15.“ 净敞口套期损益 。本科目核算净敞口套期下被套期项目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期损”

益的金额或现金流量套期储备转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16.“ 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储备 。本明细科目核算现金流量套期下套期工具累计公允价值— ”

变动中的套期有效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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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损益 。本明细科目核算公允价值套期下对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或其组成部分进行套期时，套期工具和被套

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和损失。

 18 ． 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成本 。本明细科目核算企业将期权的时间价值、远期合同的“ — ”

远期要素或金融工具的外汇基差排除在套期工具之外时，期权的时间价值等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第41讲-金融资产的分类，金融负债的分类

第二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 金融资产的分类

 ◇ 金融负债的分类

 ◇ 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 移入 第四节金融工具的计量 “ ”

企业应当根据其 和金融资产的 ，将  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金融资产

划分为以下三类：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1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2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3

企业应当结合自身业务的特点和风险管理要求，对金融负债进行合理分类。企业对所有金融负

债均不得进行重分类。

一、金融资产的分类

（一）关于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 业务模式

 1. 业务模式评估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指企业如何管理其金融资产以产生现金流量。业务模式决定

企业所管理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来源是 、 还是 。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出售金融资产  两者兼有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应当以企业关键管理人员决定的对金融资产进行管理的特定业

务目标 ，应当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得以按照合理预期不会发生的情形为基础确定。 为基础确定

 2.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在以 的业务模式下，企业管理金融资产旨在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通过在金融资产存续期

，而不是通过持有并出售金融资产产生整体回报。 内收取合同付款来实现现金流量

即使企业在金融资产的信风险增加时为减少信用损失而将其出售，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仍然可

能是以收取合同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如果企业能够解释出售的原因并且证明出售并不反映业务模式的改变，出售频率或者出售价值

在特定时期内增加不一定与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业务模式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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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例 】甲企业购买了一个贷款组合，且该组合中有包含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贷款。如果14-1

贷款不能按时偿付，甲企业将通过各类方式尽可能实现合同现金流量，例如通过邮件、电话或其他

方法与借款人联系催收。同时，甲企业签订了一项利率互换合同，将贷款组合的利率由浮动利率转

换为固定利率。

本例中，甲企业管理该贷款组合的业务模式是 。即使甲企业预期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无法取全部合同现金流量 部分贷款已发生信用减值 ，但并不影响其业务模式。此外，该公司签( )

订利率互换合同也不影响贷款组合的业务模式。

 3.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的业务模式

在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的业务模式下，企业的关键管理人员认为收取合

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对于实现其管理目标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例如，企业的目标是管理日

，或将金融资产的存续期与相关负债的存续期进行匹配。 常流动性需求同时维持特定的收益率

【教材例 】甲银行持有金融资产组合以满足其每日流动性需求。甲银行为了降低其管理流14-2

动性需求的成本，高度关注该金融资产组合的回报。包括收取的合同付款和出售金融资产的利得或

损失。

本例中，甲银行管理该金融资产组合的业务模式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

 4. 其他业务模式

如果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不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也不是既以收取合同现

金流量又出售金融资产来实现其目标，该金融资产应当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 益的金融资产

（二）关于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是指金融工具合同约定的、反映相关金融资产经济特征的现金

流量属性，企业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应当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即相关金融资产在特定日期产生的合

同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的特

。 征）

本金是指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本金金额可能因提前还款等原因在金融资产的存

续期内发生变动； 包括对 、与特定时期未偿付本金金额相关的 、 利息  货币时间价值  信用风险

以及 。 其他基本借贷风险、成本和利润的对价

【例题】工具 是一项具有固定到期日的债券。本金及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的支付与发行该工A

具所用货币的通货膨胀指数挂钩。与通货膨胀挂钩未利用杠杆，并且对本金进行保护。

分析：合同现金流量仅为本金及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的支付。本金及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

的支付通过与非杠杆的通货膨胀指数挂钩，而将货币时间的价值重设为当前水平。换言之，该金融

工具的利率反映的是 真实的 利率。因此，利息金额是未偿付本金金额的货币时间价值的对“ ”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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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利息支付额与涉及债务人业绩的另一变量（如，债务人的净收益）挂钩，则合同现

金流量就不是本金及未偿付本金金额之利息的支付。

【例题】工具 是一项可转换成固定数量的发行人权益工具的债券。B

分析：债券持有人应对该可转换债券执行整体分析。合同现金流量并非本金及未偿付本金金额

之利息的支付，因为其反映的回报与基本借款安排不一致；即，回报与发行人的权益价值挂钩。

（三）金融资产的具体分类

 1. 金融资产 的，应当分类为 ：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1

（ ）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2

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例如， 在没有其他特殊安排的情况下，贷款的合同 银行向企业客户发放的固定利率的贷款，

现金流量一般情况下可能符合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支付的要求。 如果银行

，则该贷款应当分类为  管理该贷款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 融资产

再如， 普通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是到期收回本金及按约定利率在合同期间按时收取固定或浮动

。在没有其他特殊安排的情况下，普通债券通常可能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 利息的权利

征。如果 ，则该债券可以分类为  企业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以推余

。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又如，企业 ，如果企业拟根据应收账款的 正常商业往来形成的具有一定信用期限的应收账款

合同现金流量收取现金，且 ，则该应收账款可以分类为  不打算提前处置应收账款 以摊余成本计量

。 的金融资产

企业一般应当设置 贷款 、 应收账款 、 债权投资 等科目核算分类为以摊余成“ ” “ ” “ ”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2. 金融资产 的，应当分类为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的金融资产

（ ）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1

标。

（ ）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2

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例如，甲企业在销售中通常会给予客户一定期间的信用期。为了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 甲企业与银行签订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总协议，银行向甲企业一次性授信 亿元人民10

。历史上甲企业频繁向银行出售应收账款，且出 币，甲企业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向银行出售应收账款

售金额重大，上述出售满足终止确认的规定。

本例中， 应收账款的业务模式符合 既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

，且该应收账款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因此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标 ”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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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当设置 其他债权投资 科目核算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的金融资产。

 3. 按照上述 和 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1 2

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例如，企业常见的下列投资产品通常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 股票、基金、可转换债券

此外，在初始确认时，如果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企业可以将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该指定一经作出，不得撤销。

企业应当设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目核算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

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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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 公司A 2 × 19 年有关资料如下：

        （ ）1 A 公司于 2 × 19 年末购入某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劵，债券期限为 5 年，票

      面利率为 4% ，债券发行满 1 年后， A 公司有权以约定转股价格将该债券转换为该上市公司普通

股。

如何分类？

 A 公司应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2 C 公司为 A 公司主要客户，信用和还款记录良好， A 公司为其提供了 180 天的赊销信

            用期。 A 公司 2 × 19 末与某银行签订协议，将 2 × 19 年产生的所有应收 C 公司款项，自产

  生之日起 30 天内，不附追索权地转让给该银行。

如何分类？

 A 公司应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具体分类 条件 科目设置

 1.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

同时符合：①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是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②该金融资产的合

同条款规定，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

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银行存款

贷款

应收账款

债权投资等

 2.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同时符合：①企业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既

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又以出售该金融资产

为目标；②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条款规定，在特定

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

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其他债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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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上述 和 分类之外的金融资产1 2 交易性金融资产

（四）金融资产分类的特殊规定

权益工具投资一般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待征，因此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然而在初始确认时，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按照规定确认股利收入。该指定一经做

出，不得撤销。企业投资其他上市公司股票或者非上市公司股权的，都可能属于这种情形。

 1. 关于 非交易性 和 权益工具投资 的界定“ ” “ ”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表明企业持有该金融资产或承担该金融负债的目的

是交易性的：

（ ）取得相关金融资产或承担相关金融负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出售或回购。1

（ ）相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属于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2

有客观证据表明近期实际存在短期获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组合中有某个组成项目持有的期

限稍长也不受影响。

（ ）相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属于衍生工具。但符合财务担保合同定义的衍生工具以及被指定3

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除外。

只有不符合上述条件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才可以进行该指定。

初始确认时，企业可基于单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的后续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不需计提减值准备。除了

获得的股利（明确代表投资成本部分收回的股利收入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相关的利得和损

失（包括汇兑损益）均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后续不得转入损益。当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

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确认的或有对价构成金融资产的 该金融资,

产应当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不得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决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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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负债的分类

（一）除下列各项外，企业应当将金融负债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含属于金融负债

的衍生工具）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2. 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对此类金融负债，企业

应当按照本章第五节相关规定进行计量。

 3. 部分财务担保合同，以及不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以低

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

【提示】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企业作为购买方确认的或有对价形成金融负债的，该金

融负债应当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进行会计处理。

（二）公允价值选择权

在初始确认时，为了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企业可以将一项金融资产、一项金融负债或者一

组金融工具 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者金融资产及负债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

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但该指定应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 该指定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

【例题】甲商业银行发放了一笔固定利率贷款，在发放日，甲商业银行以具有匹配条款的利率互

换对该贷款进行经济上的套期，将该贷款从固定利率转换成浮动利率。

假定该贷款符合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条件， ，只能按公允价 利率互换作为衍生金融工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以摊余成本计量该贷款将会产生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利率互换之间的会计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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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据正式书面文件载明的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金融负债组合或金

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并在企业内部以此为基础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三、金融工具的重分类（移入本章“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计量”讲解）

第42讲-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复合金融工具，永续债的会计处
理

第三节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复合金融工具

◇永续债的会计处理

一、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一）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总体要求

 1.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义

（ ）金融负债1

是指企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负债：

①向其他方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 合同义务。例如发行的承诺支付固定利息的公司债券。

②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例如，甲公司向乙公司

签出一项在 个月后以每股 元的价格购买 上市公司股票的看涨期权。 个月后标的股票的市价6 10 A 6

超过 元，则乙企业将行使期权。10

③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 ，且企业根据该合同将  非衍生工具合同 交付

的自身权益工具。 可变数量

例如，企业取得一项金融资产，并承诺两个月后向卖方交付本企业发行的普通股，交付的普通

股数量根据交付时的股价确定，则该项承诺是一项金融负债。

再如，甲公司发行了名义金额为 元的优先股，合同条款规定甲公司在 年后将优先股强制100 3

转换为普通股，不考虑股息等因素。

（ ）若转股价格为转股日前一工作日的该普通股市场价格，则属于金融负债。1

（ ）若名义金额为 元的优先股转换 股普通股，则属于权益工具。2 100 10

④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 ，但  衍生工具合同 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

具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衍生工具合同除外。

例如，甲公司于 × 年 月 日向乙公司发行以自身普通股为标的看涨期权。根据该期权合2 18 2 1

同，如果乙公司行权（行权价为 元），乙公司有权于 × 年 月 日以每股 元的价格102 2 19 1 31 102

从甲公司购入普通股 股。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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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权将以普通股净额结算，1 若 × 年 月 日看涨期权的公允价值为 元（每2 19 1 31 2 000

股市价为 元），则甲公司交付普通股数量约为 （ ）股，则属于金融负债。104 19.2 2 000/104

 （ ）期权将以普通股总额结算，即 × 年 月 日2 2 19 1 31 甲公司将以固定数量的自身股票 1

股换取乙公司支付的固定金额现金 （ × ）元，应将该衍生工具确认为权益工000 102 000 1 000 102

具。

 【提示】 合同负债不是金融负债，因其导致的未来经济利益流出是商品或服务，不是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真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不属于金融负债的有（　　）（ 年）。2017

 A. 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预收的销货款

 B. 按照产品质量保证承诺预计的保修费

 C.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应支付的设备款

 D. 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应支付职工的工资

【答案】 ABD

【解析】金融负债是指以现金进行偿还的合同义务，所以选项 和 均不属于金融负债。选项 A B D

，在应付职工薪酬准则规范，不遵循金融工具准则。

（ ）权益工具2

是指能证明拥有某个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的合同。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的情况下，企业应当将发行的金融工具分类为权益工具：

①该金融工具应当不包括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方，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他方交

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②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结算该金融工具。如为 ，该金融工具应当  非衍生工具 不

进行结算的合同义务；如为 ，企业只能通过以  包括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衍生工具 固定

的自身权益工具交换 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结算该金融工具。企业自身权益工具不 数量  固定金额

包括应按照《金融工具准则》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也不包括本身就要求在未来收取或交付

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合同。

 2. 区分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需考虑的因素

（ ）合同所反映的经济实质1

应当以相关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仅以法律形式为依据，运用金融负债和权益工

具区分的原则，正确地确定该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的会计分类。 （实质重于形式会计信息质量要

求）

（ ）工具的特征2

企业应当全面细致地分析此类金融工具各组成部分的合同条款，以确定其显示的是金融负债还

是权益工具的特征，并进行整体评估，以判定整个工具应划分为 还是既 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包括金融负债成分又包括权益工具成分的 复合金融工具。

（二）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基本原则



第12页 共75页

 1. 是否存在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无条件地避免

（ ）如果企业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则该合同义1

务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①不能无条件地避免的赎回，即金融工具发行方不能无条件地避免赎回此金融工具。

如果一项合同使发行方承担了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自身权益工具的义务，即使发行方的

回购义务取决于合同对手方是否行使回售权，发行方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将该义务确认为一项金融负

债，其金额等于回购所需支付金额的现值。如果发行方最终无须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自身权

益工具，应当在合同对手方回售权到期时将该项金融负债按照账面价值重分类为权益工具。

②强制付息，即金融工具发行方被要求强制支付利息。

【例题】企业发行面值 亿元的优先股，要求每年按 的股息率支付优先股股息，则发行方承1 6%

担了支付未来每年 股息的合同义务，应当就该 的合同义务确认金融负债。6% 强制付息

【例题】企业发行的一项永续债，无固定还款期限且不可赎回、每年按 的利率强制付息。尽8%

管该项工具的 ，但由于企业承担了以利息形式永续支付现金的合同义务，因此期限永续且不可赎回

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 ）如果企业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则分类为权益工具2 能够无条件地避免

①能够根据相应的 是否支付股息（即 ），同时所发行的议事机制自主决定 无支付股息的义务

金融工具没有到期日且持有方没有回售权、或虽有固定期限但发行方有权无限期递延（即 无支付本

），则此类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结算条款不构成金融负债。金的义务

②如果 由发行方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 ，则股利是累积股利还是非累积股利发放股利 自主决定

本身均不会影响该金融工具被分类为权益工具。

【教材例 】甲公司发行了一项年利率为 、无固定还款期限、可自主决定是否支付利息的14-6 8%

不可累积永续债，其他合同条款如下（假定没有其他条款导致该工具分类为金融负债）：

①该永续债嵌入了一项看涨期权，允许甲公司在发行第 年及之后以面值回购该永续债。5

②如果甲公司在第 年末没有回购该永续债，则之后的票息率增加至 （通常称为“票息递5 12%

增”特征）。

③该永续债票息在甲公司向其普通股股东支付股利时必须支付（即“股利推动机制”）。

甲公司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能够自主决定普通股股利的支付；该公司发行该永续债之前多年来

均支付普通股股利。

本例中，尽管甲公司多年来均支付普通股股利，但由于甲公司能够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自主决

定普通股股利的支付，并进而影响永续债利息的支付， 对甲公司而言，该永续债并未形成支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尽管甲公司有可能在第 年末行驶其回购权，但是甲公司并没有回购5

的合同义务。如果没有其他情形导致该工具被分类为金融负债，则该永续债应整体被分类为权益工

同时，虽然合同中存在利率跳升安排，当该安排也不构成企业无法避免的支付义务 具。

 2. 是否交付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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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项金融工具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需要考虑用于结算该工具的企业自

身权益工具，是作为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替代品，还是为了使该工具持有方享有在发行方扣除所

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如果是前者，该工具是发行方的金融负债；如果是后者，该工具是

发行方的权益工具。

【提示】 所有者权益体现的是剩余权益，若划分为权益工具，在发行金融工具时可确定每股净

资产金额。

（ ）基于自身权益工具的非衍生工具1

股数固定：权益工具

股数不固定：金融负债

【教材例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甲公司以 万元等值的自身权益工具偿还14-7 100

所欠乙公司债务。

本例中，甲公司需偿还的负债金额 万元是固定的，但甲公司需交付的 100 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

在这种情况下，该金融工具应当划分为  随着其权益工具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金融负债。

【教材例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甲公司以 盎司黄金等值的自身权益工具14-8 100

偿还所欠乙公司债务。

本例中，甲公司需偿还的负债金额随黄金价格变动而变动，同时，甲公司需交付的 自身权益工

。在这种情况下，该金融工具应当划分为  具的数量随着其权益工具市场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金融负

。 债

【教材例 】甲公司发行了名义金额人民币 元的优先股，合同条款规定甲公司在 年后14-9 100 3

将优先股强制转换为普通股，转股价格为转股日前一工作日的该普通股市价。

本例中，转股价格是变动的，未来须交付的普通股数量是可变的，实质可视作甲公司将在 年3

后使用 每股人民币 元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该强制 自身普通股并按其市价履行支付优先股 100

可转换优先股整体是一项 金融负债。

（ ）基于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2

固定换固定：权益工具

其他：金融负债

【教材例 】甲公司于 × 年 月 日向乙公司发行以自身普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14-10 2 17 2 1

（即：有权买入）。根据该期权合同，如果乙公司行权，乙公司有权以每股 元的价格从甲公司102

购入普通股 股。其他有关资料如下：1 000

（ ）合同签订日　　　　　　　　　　 × 年 月 日1 2 17 2 1

（ ）行权日（欧式期权）　　　　　　 × 年 月 日2 2 18 1 31

（ ） × 年 月 日应支付的固定行权价格　　 元3 2 18 1 31 102

（ ）期权合同中的普通股数量　　　　　　　　 股4 1 000

（ ） × 年 月 日每股市价　　　　　　　　　 元5 2 17 2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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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月 日每股市价　　　　　　　　 元6 2 17 12 31 104

（ ） × 年 月 日每股市价　　　　　　　　 元7 2 18 1 31 104

（ ） × 年 月 日期权的公允价值　　　　　 元8 2 17 2 1 5 000

（ ） × 年 月 日期权的公允价值　　　　 元9 2 17 12 31 3 000

（ ） × 年 月 日期权的公允价值　　　　 元10 2 18 1 31 2 000

情形 ：期权将以现金净额结算1

分析：在现金净额结算约定下，甲公司不能完全避免向另一方支付现金的义务，因此应当将该

期权划分为金融负债。

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① × 年 月 日，确认发行的看涨期权：2 17 2 1

借：银行存款　　　　　　　　　　　　　　　　　 5 000

　贷：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5 000

② × 年 月 日，确认期权公允价值减少：2 17 12 31

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2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000

③ × 年 月 日，确认期权公允价值减少：2 18 1 31

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1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

在同一天，乙公司行使了该看涨期权，合同以现金净额方式进行结算。甲公司有义务向乙公司

交付 元（即： × ），并从乙公司收取 元（即： × ），甲公司104 000 104 1 000 102000 102 1 000

实际支付净额为 元。反映看涨期权结算的账务处理如下：2 000

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2 000

　贷：银行存款　　　　　　　　　　　　　　　　　 2 000

情形 ：期权以普通股净额结算2

分析：普通股净额结算是指甲公司以普通股代替现金进行净额结算，支付的普通股公允价值等

于应当支付的现金金额。在普通股净额结算的约定下，由于甲公司须交付的普通股数量［（行权日

每股价格 ）× ÷行权日每股价格］不确定，因此应当将该期权划分为金融负债。-102 1 000

除期权以普通股净额结算外，其他资料与情形 相同。甲公司实际向乙公司交付普通股数量约1

为 （ ）股，因交付的普通股数量须为整数，实际交付 股，余下的金额 元（ 19.23 2 000/104 19 24

× ）将以现金方式支付。因此，甲公司除以下账务处理外，其他账务处理与情形 相同0.23 104 1

 2 × 年 月 日：18 1 31

借：衍生工具——看涨期权　　　　　　　　　　　 2 000

　贷：股本　　　　　　　　　　　　　　　　　　　　　 19

　　　银行存款　　　　　　　　　　　　　　　　　　　 24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 957

情形 ：期权以普通股总额结算3

分析：在普通股总额的结算约定下，甲公司需交付的普通股数量固定，将收到的金额也是固定

的，因此应当将该期权划分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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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甲公司以约定的固定数量的自身普通股交换固定金额现金外，其他资料与情形 相同。因1

此，乙公司有权于 × 年 月 日以 元（ × ）购买甲公司 股普通2 18 1 31 102 000 102 1 000 1 000

股。

① × 年 月 日，确认发行的看涨期权：2 17 2 1

借：银行存款　　　　　　　　　　　　　　　　　 5 000

　贷：其他权益工具　　　　　　　　　　　　　　　 5 000

由于甲公司以约定的固定数量的自身普通股交换固定金额现金，应将该衍生工具确认为权益工

具。

② × 年 月 日：2 17 12 31

由于该期权合同确认为权益工具，甲公司无需就该期权的公允价值变动作出会计处理，因此无

需在 × 年 月 日编制会计分录。2 17 12 31

③ × 年 月 日，乙公司行权：2 18 1 31

借：银行存款（现金）　　　　　　　　　　　　 102 000

　　其他权益工具　　　　　　　　　　　　　　　 5 000

　贷：股本　　　　　　　　　　　　　　　　　　　 1 000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06 000

（三）以外币计价的配股权、期权或认股权证

符合固定换固定，应分类为权益工具，但属于范围很窄的例外情况。

【教材例 】一家在多地上市的企业，向其所有的现有普通股股东提供每持有 股股份可购14-11 2

买其 股普通股的权利（配股比例为 股配 股），配股价格为配股当日股价的 。由于该企业1 2 1 70%

在多地上市，受到各地区当地的法规限制，配股权行权价的币种须于当地货币一致。

  本例中，由于企业是  按比例向其所有同类普通股股东提供配股权 ，该配股权应当分类为 权益

 性工具 。

（四）或有结算条款

对于附有或有结算条款的金融工具，发行方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交付现金、其他金融资产或以其

他导致该工具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结算的，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有例外，如只有在发行方清算时，才需以现金、其他金融资产或以其他导致该工具成为金融负

债的方式进行结算等。

【教材例 】甲公司发行优先股。按合同条款约定，甲公司可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自主决定14-12

是否派发股利，如果甲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假设该事项不受甲公司控制），甲公司必须按面

值赎回该优先股。

本例中，该或有事项（控股股东变更）不受甲公司控制，属于或有结算事项。同时，该事项的

发生并非“极端罕见、显著异常且几乎不可能发生”。由于甲公司不能无条件地避免赎回股份的义

务，因此，该工具应当划分为一项金融负债。

（五）结算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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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结算选择权的衍生工具（例如，合同规定发行方或持有方能选择以现金净额或以发行

股份交换现金等方式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发行方应当将其确认为金融负债或金融资产，如果可

供选择的结算方式均表明该衍生工具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则应当确认为权益工具。

（六）合并财务报表中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进行分类时，企业应考虑集团成员和金融工具

的持有方之间达成的所有条款和条件，以确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是否由于该工具而承担了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义务，或者承担了以其他导致该工具分类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结算的义务。

【教材例 】甲公司为乙公司的母公司，其向乙公司的少数股东签出一份在未来 个月后以14-13 6

乙公司普通股为基础的看跌期权，如果 个月后乙公司股票价格下跌，乙公司少数股东有权要求甲6

公司无条件的以固定价格购入乙公司少数股东所持有的乙公司股份。

在本例甲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中，由于该看跌期权的价值随着乙公司股票价格的变动而变动，

并将于未来约定日期进行结算，因此该看跌期权符合衍生工具的定义而确认为一项衍生金融负债。

在乙公司财务报表中，少数股东所持有的乙公司股份则是其自身权益工具，而在集团合并报表层

面，由于看跌期权使集团整体承担了不能无条件地避免以现金支付的合同义务，因此该少数股东权

益不在符合权益工具定义，而应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其金额等于回购所需支付金额的现值。

（七）特殊金融工具的区分

 1. 可回售工具

可回售工具，是指根据合同约定，持有方有权将该工具回售给发行方以获取现金或其他金融资

产的权利，或者在未来某一不确定事项发生或者持有方死亡或退休时，自动回售给发行方的金融工

具。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可回售工具，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

（ ）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按比例份额获得该企业净资产的权利；1

（ ）该工具所属的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即该工具在归属于该类别前无须转换为另一种2

工具，且在清算时对企业资产没有优先于其他工具的要求权；

（ ）该类别的所有工具具有相同的特征（例如它们必须都具有可回售特征，并且用于计算回购3

或赎回价格的公式或其他方法都相同）；

（ ）除了发行方应当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或赎回该工具的合同义务外，该工具不满足金4

融负债定义中的任何其他特征；

（ ）该工具在存续期内的预计现金流量总额，应当实质上基于该工具存续期内企业的损益、已5

确认净资产的变动、已确认和未确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不包括该工具的任何影响）。

【教材例 】甲公司设立时发行了 单位 类股份，而后发行了 单位 类股份给14-14 100 A 10 000 B

其他投资人， 类股份为可回售股份。假定甲公司只发行了 、 两种金融工具， 类股份为甲公B A B A

司最次级权益工具。

本例中，在甲公司的整个资本结构中， 类股份并不重大，且甲公司的主要资本来自 类股A B

份，但由于 类股份并非甲公司发行的最次级的工具，因此不应当将 类股份归类为权益工具。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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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例 】甲企业为合伙企业。相关合伙协议约定：新合伙人加入时按确定的金额和财产14-15

份额入股，合伙人退休或退出时以其财产份额的公允价值予以退还；合伙企业营运资金均来自合伙

人，合伙人入伙期间可按财产份额获得合伙企业的利润（但利润分配由合伙企业自主决定）；当合

伙企业清算时，合伙人可按财产份额获得合伙企业的净资产。

本例中，由于合伙企业在合伙人退休或退出时有向合伙人交付金融资产的义务，因而该可回售

工具（合伙协议）满足金融负债的定义。同时，其作为可回售工具具备了以下特征：（ 合伙企业1)

清算时，合伙人可按持股比例获得合伙企业的净资产；（ 该协议属于合伙企业中最次级类别的工2)

具；（ 所有合伙人权益具有相同的特征；（ 合伙企业仅有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回购该工具3) 4)

的合同义务；（ 合伙人入伙期间可获得的现金流量总额，实质上基于该工具存续期内企业的损5)

益、已确认净资产的变动、已确认和未确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因而，该金融工具应当确认为

权益工具。

 2. 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净资产的金融工具

符合金融负债定义，但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发行方仅在清算时才有义务向另一方按比例交付其

净资产的金融工具，应当分类为权益工具：

（ ）赋予持有方在企业清算时按比例份额获得该企业净资产的权利；1

（ ）该工具所属的类别次于其他所有工具类别；2

（ ）在次于其他所有类别的工具类别中，发行方对该类别中所有工具都应当在淸算时承担按比3

例份额交付其净资产的同等合同义务。

 3. 特殊金融工具分类为权益工具的其他条件

 4. 特殊金融工具在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处理

子公司在个别财务报表中作为权益工具列报的特殊金融工具，在其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对应

的少数股东权益部分，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教材例 】甲公司控制乙公司，因此甲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包括乙公司。乙公司资本结构14-16

的一部分由可回售工具（其中一部分由甲公司持有，其余部分由其他外部投资者持有）组成，这些

可回售工具在乙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符合权益分类的要求。甲公司在可回售工具中的权益在合并时

抵销。对于其他外部投资者持有的乙公司发行的可回售工具，其在甲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不应作为

少数股东权益列示，而应作为金融负债列示。

（八）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之间的重分类

由于发行的金融工具原合同条款约定的条件或事项随着时间的推移或经济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

化，可能会导致已发行金融工具（含特殊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1. 权益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按公允价值计量，权益工具账面价值与金融负债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权益。

 2. 金融负债重分类为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按重分类日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计量。

【真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应当计入发生当期损益的有（　　）。（ 年）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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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的负债在结算前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

 B. 将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C.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公

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D. 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答案】 ACD

【解析】选项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的负债在结算前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A

允价值变动损益；选项 ，将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B

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影响损益；选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C,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选项 ，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D

的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九）收益和库存股

 1. 发行方对利息、股利、利得或损失的处理

（ ）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金融负债计入当期损益1

（ ）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属于权益工具发行方应当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2

 2. 库存股

回购自身权益工具（库存股）支付的对价和交易费用，应当减少所有者权益，不得确认金融资

产。

 3. 对每股收益计算的影响

企业应当按照第二十八章每股收益的规定计算每股收益。

二、复合金融工具

企业发行的某些非衍生金融工具（如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既含有负债成分，又含有权益成分。

对此，企业应当在初始确认时将负债和权益成分进行分拆，分别进行处理。

在进行分拆时，应当先确定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并以此作为其初始确认金额，再按照该金融工

具整体的发行价格扣除负债成分初始确认金额后的金额确定权益成分的初始确认金额。

【教材例 】甲公司 × 年 月 日按每份面值 元发行了 份可转换债券，14-17 2 17 1 1 1 000 2 000

取得总收入 元。该债券期限为 年，票面年利息为 ，利息按年支付；每份债券均可在2 000 000 3 6%

债券发行 年后的任何时间转换为 股普通股。甲公司发行该债券时，二级市场上与之类似但没1 250

有转股权的债券的市场利率为 。假定不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甲公司以摊余成本计量分类为金融负9%

债的应付债券。

分析：本例中，转股权的结算是以固定数量的债券换取固定数量的普通股，因此该转股权应归

类为权益工具。具体计算和账务处理如下：

（ ）先对负债成分进行计量，债券发行收入与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则分配到权益成1

分。负债成分的现值按 的折现率计算，如表 所示。9% 14-1

表 　　　　　　　　　　　　　　　　　　　　　　　　　　　　单位：元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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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的现值：

第 年年末应付本金 元3 2 000 000

（复利现值系数为 ）0.7721835

1 544 367

利息的现值：

 3 年期内每年应付利息 元120 000

（年金现值系数为 ）2.5312917

303 755

负债部分总额 1 848 122

所有者权益部分 151 878

债券发行总收入 2 000 000

（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2

① × 年 月 日，发行可转换债券：2 17 1 1

借：银行存款　　　　　　　　　　　　　　　 2 00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151 878

　贷：应付债券——面值　　　　　　　　　　　 2 0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 　　　　　　　　　　　　　　 151 878

② × 年 月 日，计提和实际支付利息：2 17 12 31

计提债券利息时：

借：财务费用　　　　　　　　　　　　　　　　 166 331

　贷：应付利息　　　　　　　　　　　　　　　　 12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46 331

实际支付利息时：

借：应付利息　　　　　　　　　　　　　　　　 120 000

　贷：银行存款　　　　　　　　　　　　　　　　 120 000

③ × 年 月 日，债券转换前，计提和实际支付利息：2 18 12 31

计提债券利息时：

借：财务费用　　　　　　　　　　　　　　　　 170 501

　贷：应付利息　　　　　　　　　　　　　　　　 12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50 501

实际支付利息时：

借：应付利息　　　　　　　　　　　　　　　　 120 000

　贷：银行存款　　　　　　　　　　　　　　　　 120 000

至此，转换前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为 元（ ）。1 944 954 1 848 122+46 331+50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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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至 × 年 月 日，甲公司股票上涨幅度较大，可转换债券持有方均于当日将持有的2 18 12 31

可转换债券转为甲公司股份。由于甲公司对应付债券采用摊余成本后续计量，因此，于转换日，转

换前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应为 元，而权益部分的账面价值仍为 元。同样是在转1 944 954 151 878

换日，甲公司发行股票数量为 股。对此，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500 000

借：应付债券——面值　　　　　　　　　　　 2 000 000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 444 954

　　　股本　　　　　　　　　　　　　　　　　　 50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55 046

 借：  其他权益工具 　　　　　　　　　　　　　　 151 878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51 878

三、永续债的会计处理

（一）永续债发行方会计分类应当考虑的因素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的会计分类是权益工具还是金融负债（以下简称会计分类）时，应

当根据第 号准则的规定并同时考虑下列因素：到期日、清偿顺序37

 1. 关于到期日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应当以合同到期日等条款内含的经济实质为基础，谨

慎判断是否能无条件地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当永续债合同其他条款未导致发行方承担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时，发行方应当

区分下列情况处理：

合同的相关规定 会计分类

永续债合同明确规定无固定到期日且持有方在任何情况下均无权要

求发行方赎回该永续债或清算的，通常表明发行方没有交付现金或

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权益工具

永续债合同未

规定固定到期

日且同时规定

当该初始期限仅约定为发行方清算日时，通常表明

发行方没有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但清算确定将会发生且不受发行方控制，或者清算

发生与否取决于该永续债持有方的，发行方仍具有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金融负债

当该初始期限不是发行方清算日且发行方能自主决

定是否赎回永续债时，发行方应当谨慎分析自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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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未来赎回时

间（即“初始

期限”）

否能无条件地自主决定不行使赎回权。如不能，通

常表明发行方有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

务

金融负债

 2. 关于清偿顺序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应当考虑合同中关于清偿顺序的条款。当永续债合同

其他条款未导致发行方承担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时，发行方应当区分下列情况处

理：

合同的相关规定 会计分类

合同规定发行方清算时永续债劣后于发行方发行的普通债券和

其他债务，通常表明发行方没有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

同义务

权益工具

合同规定发行方清算时永续债与发行方发行的普通债券和其他

债务处于相同清偿顺序的，应当审慎考虑此清偿顺序是否会导

致持有方对发行方承担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合同义务的预

期，并据此确定其会计分类

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3. 关于利率跳升和间接义务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应当考虑“间接义务”。永续债合同规定没有固定到

期日、同时规定了未来赎回时间、发行方有权自主决定未来是否赎回且如果发行方决定不赎回则永

续债票息率上浮（即“利率跳升”或“票息递增”）的，发行方应当结合所处实际环境考虑该利率

跳升条款是否构成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合同的相关规定 间接义务

（ ）如果跳升次数有限、有最高票息限制（即1

“封顶”）且封顶利率未超过同期同行业同类型工

具平均的利率水平，或者：

（ ）跳升总幅度较小且封顶利率未超过同期同行2

业同类型工具平均的利率水平

可能不构成间接义务

如果永续债合同条款虽然规定了票息封顶，但该封

顶票息水平超过同期同行业同类型工具平均的利率

水平

通常构成间接义务

（二）关于永续债持有方会计分类的要求

除符合第七章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适用范围外，永续债持有方应当按下列规定对永续债进行会计

处理：

属于权益工具投资
不属于权益工具投资（持有方应当谨慎考虑永

续债中包含的选择权）

（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1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分类为：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1



第22页 共75页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2

收益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3

的金融资产

（ ）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初始指2

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在符合条件时）

第43讲-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1）

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计量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

◇金融工具的减值

◇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一、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计量

分类 初始成本 公允价值与交易价格差额的会计处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

公允价值，交易费用

计入当期损益
（ ）活跃市场报价或可观察输入值确定1

公允价值：计入当期利得或损失

（ ）其他方式确定公允价值：应予递2

延，后续摊销计入利得或损失
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或金融

负债

公允价值 交易费用+

（资产） 交易费用-

（负债）

企业取得金融资产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债券利息或现金股利，应当单独

确认为应收项目进行处理。

【提示】

（ ）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1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计入初始确认金额。但是，企业初始确认的应收账款未包含

《企业会计准则第 号——收入》所定义的重大融资成分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号——收14 14

入》规定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中的融资成分的，应当按照其定义的交易价格进行初始计量。

交易费用，是指可直接归属于购买、发行或处置金融工具的增量费用。增量费用是指企业没有

发生购买、发行或处置相关金融工具的情形就不会发生的费用，包括支付给代理机构、咨询公司、

券商、证券交易所、政府有关部门等的手续费、佣金、相关税费以及其他必要支出，不包括债券溢

价、折价、融资费用、内部管理成本和持有成本等与交易不直接相关的费用。

【真题·单选题】下列各项交易产生的费用中，不应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负债初始确认金额的是

（　　）。（ 年改编）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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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外购无形资产发生的交易费用

 B. 企业合并以外其他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发生的审计费用

 C. 合并方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发生的中介费用

 D. 发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公司债券时发生的交易费用

【答案】 C

【解析】合并方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发生的中介费用应计入管理费用。

（ ）企业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号——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确定金融资产和金融2 39

负债在初始确认时的公允价值。

公允价值通常为相关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交易价格。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与交易价

格存在差异的，企业应当区别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①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依据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的报价或

者以仅使用可观察市场数据的估值技术确定的，企业应当将该公允价值与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确认

为一项利得或损失。

②在初始确认时，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其他方式确定的，企业应当将该公允价值

与交易价格之间的差额递延。初始确认后，企业应当根据某一因素在相应会计期间的变动程度将该

递延差额确认为相应会计期间的利得或损失。该因素应当仅限于市场参与者对该金融工具定价时将

予考虑的因素，包括时间等。

二、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一）金融资产后续计量原则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与金融资产的分类密切相关。企业应当对不同类别的金融资产，分别以摊

余成本、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进行

后续计量。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在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时，如果一项金融工具以前被确认为一项金融

资产并以公允价值计量，而现在它的公允价值低于零，企业应将其确认为一项负债。但对于主合同

为资产的混合合同，即使整体公允价值可能低于零，企业应当始终将混合合同整体作为一项金融资

产进行分类和计量。

（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1. 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法，是指计算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以及将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分摊计入各

会计期间的方法。

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

账面余额（不考虑减值）或该金融负债摊余成本所使用的利率。

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是指将购入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在预计存续期的估计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摊余成本的利率。

 2.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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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应当以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确

定：

（ ）扣除已偿还的本金。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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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摊销额。

（ ）扣除计提的累计信用减值准备（仅适用于金融资产）3

如何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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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图。

企业与交易对手方修改或重新议定合同，未导致金融资产终止确认，但导致合同现金流量发生

变化的，或者企业修正了对合同现金流量的估计的，应当重新计算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并将相

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重新计算的该金融资产的账面余额，应当根据将重新议定或修改的合

同现金流量按金融资产的原实际利率（或者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应按经信用调

整的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确定。对于修改或重新议定合同所产生的所有成本或费用，企业应当调

整修改后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并在修改后金融资产的剩余期限内推销。

以摊余成本计量且不属于任何套期关系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当在终止确认、重

分类、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或确认减值时，计入当期损益。

 3. 会计处理

（ ）债权投资的初始计量1

借：债权投资——成本 面值 ( )

　　　　　　——利息调整 差额，也可能在贷方 ( )

　　应收利息 实际支付的款项中包含的利息 ( )

　贷：银行存款等

（ ）债权投资的后续计量2

借：应收利息 分期付息债券按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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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 ( )

　 贷：投资收益 债权投资期初账面余额或期初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或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

率计算确定的利息收入 )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差额，利息调整摊销额，也可能在借方 ( )

金融资产的类别 利息收入的计算

未发生信用减值 账面余额×实际利率

购入或源生的已发生信

用减值
摊余成本×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

购入或源生的未发生信

用减值

后续期间已发生信用减值
摊余成本（即账面余额减

已计提减值）×实际利率

信用风险有所改善而不再

存在信用减值
账面余额×实际利率

（ ）出售债权投资3

借：银行存款等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贷：债权投资——成本

　　　　　　　——利息调整（或借方）

　　　　　　　——应计利息

　　　投资收益 差额，也可能在借方 ( )

第44讲-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2）

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计量

二、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二）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万元（含交易费用）从上海证券14-18 2 13 1 1 1 000

交易所购入乙公司同日发行的 年期公司债券 份，债券票面价值总额为 万元，票面年5 12 500 1 250

利率为 ，于年末支付本年度债券利息（即每年利息为 万元），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4.72% 59

还。合同约定，该债券的发行方在遇到特定情况时可以将债券赎回，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

款项。甲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预计发行方不会提前赎回。甲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和

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该债券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等因素，计算该债券的实际利率 ：r

 59 ×（ ） ×（ ） ×（ ） ×（ ） （ ）×1+r  -1 +59 1+r  -2 +59 1+r  -3 +59 1+r  -4 + 59+1 250

（ ） （万元）。1+r  -5 =1 000

采用插值法，可以计算得出 。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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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1

根据表 中的数据，甲公司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14-2

表 　　　　　　　　　　　　　　　　　　　　　　　　　　　　　单位：万元14-2

年份
期初摊余成本

（ ）A

实际利息收入

（ × ）B=A 10%

现金流入

（ ）C

期末摊余成本

（ ）D=A+B-C

 2 × 年13 1 000 100 59 1 041

 2 × 年14 1 041 104 59 1 086

 2 × 年15 1 086 109 59 1 136

 2 × 年16 1 136 114 59 1 191

 2 × 年17 1 191 118 1 309 0

甲公司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金额单位：元）：

（ ） × 年 月 日，购入乙公司债券。1 2 13 1 1

借：债权投资——成本　　　　　　　　　　　 12 5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 5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收到债券利息。2 2 13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410 000

　贷：投资收益　　　　　　　　　　　　　　　 1 00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收到债券利息。3 2 14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450 000

　贷：投资收益　　　　　　　　　　　　　　　 1 04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收到债券利息。4 2 15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500 000

　贷：投资收益　　　　　　　　　　　　　　　 1 09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收到债券利息。5 2 16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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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550 000

　贷：投资收益　　　　　　　　　　　　　　　 1 14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收到债券利息和本金。6 2 17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590 000

　　　　（ ）2 500 000-410 000-450 000-500 000-550 000

　贷：投资收益　　　　　　　　　　　　　　　 1 18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借：银行存款　　　　　　　　　　　　　　　 12 500 000

　贷：债权投资——成本　　　　　　　　　　　 12 500 000

情形 ：2

假定在 × 年 月 日，甲公司预计本金的一半（即 万元）将会在该年末收回，而其余2 15 1 1 625

的一半本金将于 × 年末付清。则甲公司应当调整 × 年初的摊余成本，计入当期损益；调2 17 2 15

整时采用最初确定的实际利率。据此，调整上述表中相关数据后见表 所示。14-3

表 　　　　　　　　　　　　　　　　　　　　　　　　　　　　单位：万元14-3

年份
期初摊余成本

（ ）A

实际利息收入

（ × ）B=A 10%

现金流入

（ ）C

期末摊余成本

（ ）D=A+B-C

 2 × 年13 1 000 100 59 1 041

 2 × 年14 1 041 104 59 1 086

 2 × 年15 1 139 114 684 569

 2 × 年16 569 57 30 596

 2 × 年17 596 59 655 0

注： × × × 万元（四舍五 * (625+59) (1+10%) +30-1 (1+10%) +(625+30)-2 (1+10%) =1 139-3

入）

  ** 625 × 万元（四舍五入）4.72%=30 **

 ***  625+30-596=59 *** （尾数调整）

根据上述调整，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金额单位：元）：

（ ） × 年 月 日，调整期初账面余额：1 2 15 1 1

借：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530 000

　　　　　　　　　　　　　　（ ）11 390 000-10 860 000

　贷：投资收益　　　　　　　　　　　　　　　　 53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回本金等：2 2 15 12 3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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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550 000

　贷：投资收益　　　　　　　　　　　　　　　 1 14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借：银行存款　　　　　　　　　　　　　　　 6 250 000

　贷：债权投资——成本　　　　　　　　　　　 6 25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实际利息等：3 2 16 12 31

借：应收利息　　　　　　　　　　　　　　　　 30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70 000

　贷：投资收益　　　　　　　　　　　　　　　　 570 000

借：银行存款　　　　　　　　　　　　　　　　 300 000

　贷：应收利息　　　　　　　　　　　　　　　　 3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回本金等：4 2 17 12 31

借：应收利息　　　　　　　　　　　　　　　　 30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90 000

（ ）2 500 000-410 000-450 000-530 000-550 000-270 000

　贷：投资收益　　　　　　　　　　　　　　　　 590 000

借：银行存款　　　　　　　　　　　　　　　　 300 000

　贷：应收利息　　　　　　　　　　　　　　　　 300 000

借：银行存款　　　　　　　　　　　　　　　 6 250 000

　贷：债权投资——成本　　　　　　　　　　　 6 250 000

假定甲公司购买的乙公司债券不是分次付息，而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且利息不是以复利计

算。此时，甲公司所购买乙公司债券的实际利率 计算如下：r

 (59+59+59+59+59+1 250) × 万元 (1+r) =1 000(-5 )

由此计算得出 ≈ 。r 9.05%

据此，调整表 中相关数据后如表 所示 14-2 14-4 :

表 　　　　　　　　　　　　　　　　　　　　　　　　　　　　　单位：万元14-4

日期
期初摊余成本

（ ）A

实际利息收入

（ × B=A 9.05%

）

现金流入

（ ）C

期末摊余成本

（ ）D=A+B-C

 2 × 年13 1 000 90.5 0 1 090.5

 2 × 年14 1 090.5 98.69 0 1 189.19

 2 × 年15 1 189.19 107.62 0 1 296.81

 2 × 年16 1 296.81 117.36 0 1 414.17

130.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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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年17 1 414.17 130.83 1 545 0

根据表 中的数据，甲公司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14-4

（ ） × 年 月 日，购入乙公司债券：1 2 13 1 1

借：债权投资——成本　　　　　　　　　　　 12 50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000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 5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2 2 13 12 31

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590 000

　　　　　　——利息调整　　　　　　　　　　 315 000

　贷：投资收益　　　　　　　　　　　　　　　　 905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3 2 14 12 31

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590 000

　　　　　　——利息调整　　　　　　　　　　 396 900

　贷：投资收益　　　　　　　　　　　　　　　　 986 9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4 2 15 12 31

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590 000

　　　　　　——利息调整　　　　　　　　　　 486 200

　贷：投资收益　　　　　　　　　　　　　　　 1 076 2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5 2 16 12 31

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590 000

　　　　　　——利息调整　　　　　　　　　　 583 600

　贷：投资收益　　　　　　　　　　　　　　　 1 173 6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收回债券本金和票面利息：6 2 17 12 31

借：债权投资——应计利息　　　　　　　　　　 590 000

　　　　　　——利息调整　　　　　　　　　　 718 300

　　　　（ ）2 500 000-315 000-396 900-486 200-583 600

　贷：投资收益—— 公司债券　　　　　　　　 A 1 308 300

借：银行存款　　　　　　　　　　　　　　　 15 450 000

　贷：债权投资——成本　　　　　　　　　　　 12 500 000

　　　　　　　——应计利息　　　　　　　　　 2 950 000

（三）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1. 对于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

会计有关外，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1

（ ）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所产生的所有利得或损2

失， ，均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直至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或 除减值损失或利得和汇兑损益之外

被重分类。但是，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的该金融资产的利息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该金融资产计入各

期损益的金额应当与视同其一直按摊余成本计量而计入各期损益的金额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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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

出，计入当期损益。

（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除了获得的3

股利（属于投资成本收回部分除外）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相关的利得和损失（包括汇兑损益）均

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后续不得转入当期损益。当其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计利得或损失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计入留存收益。

 2. 企业只有在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时，才能确认股利收入并计入当期损益：

（ ）企业收取股利的权利已经确立；1

（ ）与股利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2

（ ）股利的金额能够可靠计量。3

 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核算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1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公允价值 ( )

　　投资收益 发生的交易费用 ( )

　　应收股利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 )

　　应收利息 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 )

　贷：银行存款等

（ ）持有期间的股利或利息2

借：应收股利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 投资持股比例 ( × )

　　应收利息 资产负债表日计算的应收利息 ( )

　贷：投资收益

（ ）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3

 ① 公允价值上升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② 公允价值下降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 ）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4

借：银行存款 出售净价，即价款扣除手续费 ( )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

　　　　　　　　　　 公允价值变动 或借方 —— ( )

　　　投资收益 差额，也可能在借方 ( )

 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会计处理

核算科目：其他债权投资

（ ）企业取得金融资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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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他债权投资 成本 面值 —— ( )

　　　　　　　　 利息调整 差额，也可能在贷方 —— ( )

　　应收利息 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 )

　贷：银行存款等

注：若购买的债券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则购买价款中包含的利息，记入 其他债权投“

资 应计利息 科目。—— ”

（ ）资产负债表日计算利息2

借：应收利息 分期付息债券按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 ( )

　　其他债权投资 应计利息 到期时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 —— ( )

　贷：投资收益 其他债权投资的期初账面余额或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

息收入 )

　　　其他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差额，也可能在借方 —— ( )

（ ）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3

 ① 公允价值上升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贷：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② 公允价值下降

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贷：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出售其他债权投资4

借：银行存款等

　贷：其他债权投资 账面价值 ( )

　　　投资收益 差额，也可能在借方 ( )

同时：

借：其他综合收益

　贷：投资收益

或相反分录。

 5.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权益工具）的会计处理

核算科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企业取得金融资产1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成本 公允价值与交易费用之和 —— ( )

　　应收股利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 )

　贷：银行存款等

（ ）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2

 ① 公允价值上升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贷：其他综合收益

 ② 公允价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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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他综合收益

　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 ）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3

借：应收股利

　贷：投资收益

（ ）出售其他权益工具投资4

借：银行存款等

　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账面价值 ( )

　　　盈余公积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差额计入留存收益，也可能在借方）

同时：

借：其他综合收益

　贷：盈余公积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或相反分录。

第45讲-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3）

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计量

二、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三）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万元（含交易费用）从上海证券14-19 2 13 1 1 1 000

交易所购入乙公司同日发行的 年期公司债券 份，债券票面价值总额为 万元，票面年5 12 500 1 250

利率为 ，于年末支付本年度债券利息（即每年利息为 万元），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偿4.72% 59

还。合同约定，该债券的发行方在遇到特定情况时可以将债券赎回，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

款项。甲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预计发行方不会提前赎回，甲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业务模式和

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该债券分类为以公允价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其他资料如下：

（ ） × 年 月 日，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不含利息）。1 2 13 12 31 1 200

（ ） × 年 月 日，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不含利息）。2 2 14 12 31 1 300

（ ） × 年 月 日，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不含利息）。3 2 15 12 31 1 250

（ ） × 年 月 日，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不含利息）。4 2 16 12 31 1 200

（ ） × 年 月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售了乙公司债券 份，取得价款 5 2 17 1 20 12 500 1 

万元。260

假定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等因素，计算该债券的实际利率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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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 ） ×（ ） ×（ ） ×（ ） （ ）×1+r  -1 +59 1+r  -2 +59 1+r  -3 +59 1+r  -4 + 59+1 250

（ ） （万元）1+r  -5 =1 000

采用插值法，计算得出 。r=10%

表 　　　　　　　　　　　　　　　　　　　　　　　　　　　　　　　单位：万元14-5

日期

现金流

入

（ ）A

实际利息

收入

（ 期B=

初 D×10%

）

已收回的

本金

（ C=A-B

）

摊余成

本余额

（ 期D=

初 D-C

）

公允价

值

（ ）E

公允价值

变动额

（ F=E-

期初 D- G

）

公允价值

变动累计

金额

（ 期G=

初 ）G+F

 2×13 年 1

月 日1
1 000 1 000 0 0

 2×13 年 

月 日12 31
59 100 -41 1 041 1 200 159 159

 2×14 年 

月 日12 31
59 104 -45 1 086 1 300 55 214

 2×15 年 

月 日12 31
59 109 -50 1 136 1 250 -100 114

 2×16 年 

月 日12 31
59 113 -54 1 190 1 200 -104 10

甲公司的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 ） × 年 月 日，购入乙公司债券：1 2 13 1 1

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12 500 0O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2 5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到债券利息：2 2 13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410 000

　贷：投资收益　　　　　　　　　　　　　　　 1 00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　　　　　　　 1 590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 59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到债券利息：3 2 14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4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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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投资收益　　　　　　　　　　　　　　　 1 04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550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55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到债券利息：4 2 15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500 000

　贷：投资收益　　　　　　　　　　　　　　　 1 09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 000 000

　贷：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 0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乙公司债券实际利息收入、公允价值变动，收到债券利息：5 2 16 12 31

借：应收利息　　　　　　　　　　　　　　　　 59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540 000

　贷：投资收益　　　　　　　　　　　　　　　 1 130 000

借：银行存款　　　　　　　　　　　　　　　　 590 000

　贷：应收利息　　　　　　　　　　　　　　　　 590 000

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 040 000

　贷：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 04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出售乙公司债券实现的损益：6 2 17 1 20

借：银行存款　　　　　　　　　　　　　　　 12 600 000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600 000

　　　　（ ）2 500 000-410 000-450 000-500 000-540 000

　贷：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12 5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 　　　　　　 100 000

  　　　  投资收益 　　　　　　　　　　　　　　　　 700 000

或：

借：银行存款　　　　　　　　　　　　　　　 12 60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600 000

　　　　（ ）2 500 000-410 000-450 000-500 000-540 000

　贷：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12 5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　　　　　　 100 000

　　　投资收益　　　　　　　　　　　　　　　　 600 000

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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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投资收益　　　　　　　　　　　　　　　　 100 000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丙公司债券，支付价款合计 14-20 2 16 1 1 1 

元（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 元），另发生交易费用 元。020 000 20 000 20 000

该债券面值 元，剩余期限为 年，票面年利率为 ，每半年末付息一次。其合同现1 000 000 2 4%

金流量特征满足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甲公司根据其管理该债券的

业务模式和该债券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该债券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其他资料如下：

（ ） × 年 月 日，收到丙公司债券 × 年下半年利息 元。1 2 16 1 5 2 15 20 000

（ ） × 年 月 日，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元（不含利息）。2 2 16 6 30 1 15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丙公司债券 × 年上半年利息。3 2 16 7 5 2 16

（ ） × 年 月 日，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元（不含利息）。4 2 16 12 31 1 10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丙公司债券 × 年下半年利息。5 2 17 1 5 2 16

（ ） × 年 月 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丙公司债券，取得价款 元（含 季度6 2 17 6 20 1 180 000 1

利息 元）。10 000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 ） × 年 月 日，从二级市场购入丙公司债券：1 2 16 1 1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应收利息　　　　　　　　　　　　　　　　　 20 000

　　投资收益　　　　　　　　　　　　　　　　　 20 000

　贷：银行存款　　　　　　　　　　　　　　　 1 04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该债券 × 年下半年利息 元：2 2 16 1 5 2 15 20 000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应收利息　　　　　　　　　　　　　　　　　 2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丙公司债券公允值变动和投资收益：3 2 16 6 30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5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50 000

借：应收利息　　　　　　　　　　　　　　　　　 20 O00

　贷：投资收益　　　　　　　　　　　　　　　　　 2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丙公司债券 × 年上半年利息：4 2 16 7 5 2 16

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应收利息　　　　　　　　　　　　　　　　　 2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丙公司债券公允价值变动和投资收益：5 2 16 12 31

借：公允价值动损益　　　　　　　　　　　　　　 5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 O00

借：应收利息　　　　　　　　　　　　　　　　　 20 O00

　贷：投资收益　　　　　　　　　　　　　　　　　 2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丙公司债券 × 年下半年利息：6 2 17 1 5 2 16

借：银行存款　　　　　　　　　　　　　　　　　 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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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应收利息　　　　　　　　　　　　　　　　　 20 000

（ ） × 年 月 日，通过二级市场出售丙公司债券：7 2 17 6 20

借：银行存款　　　　　　　　　　　　　　　 1 18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000

　　　　　　　　　　——公允价值变动　　　　　 100 000

　　　投资收益　　　　　　　　　　　　　　　　　 80 000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万元（含交易费用 万元和已宣14-21 2 16 5 6 1 016 1

告发放现金股利 万元），购入乙公司发行的股票 万股，占乙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甲15 200 0.5%

公司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2 × 年 月 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 万元。16 5 10 15

 2 × 年 月 日，该股票市价为每股 元。16 6 30 5.2

 2 × 年 月 日，甲公司仍持有该股票；当日，该股票市价为每股 元。16 12 31 5

 2 × 年 月 日，乙公司宣告发放股利 万元。17 5 9 4 000

 2 × 年 月 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17 5 13

 2 × 年 月 日，甲公司由于某特殊原因，以每股 元的价格将股票全部转让。17 5 20 4.9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金额单位：元）

（ ） × 年 月 日，购入股票：1 2 16 5 6

借：应收股利　　　　　　　　　　　　　　　　 15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10 0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16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现金股利：2 2 16 5 10

借：银行存款　　　　　　　　　　　　　　　　 150 000

　贷：应收股利　　　　　　　　　　　　　　　　 15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3 2 16 6 30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90 000

　　　　　　　　　　　　（ × ）2 000 000 5.2-10 010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9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4 2 16 12 31

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00 000

　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应收现金股利：5 2 17 5 9

借：应收股利（ × ）　　　　　　 40 000 000 0.5% 200 000

　贷：投资收益　　　　　　　　　　　　　　　　 20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现金股利：6 2 17 5 13

借：银行存款　　　　　　　　　　　　　　　　 200 000

　贷：应收股利　　　　　　　　　　　　　　　　 2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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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 月 日，出售股票：7 2 17 5 20

借：银行存款　　　　　　　　　　　　　　　 9 800 00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

　　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20 0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80 000

　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10 010 000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1 0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9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

如果甲公司根据其管理乙公司股票的业务模式和乙公司股票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乙公司股

票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且 × 年 月 日乙公司股票市2 16 12 31

价为每股 元，其他资料不变，则甲公司应作如下账务处理。4.8

（ ） × 年 月 日，购入股票：1 2 16 5 6

借：应收股利　　　　　　　　　　　　　　　　 150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000 000

　　投资收益　　　　　　　　　　　　　　　　　 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16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现金股利：2 2 16 5 10

借：银行存款　　　　　　　　　　　　　　　　 150 000

　贷：应收股利　　　　　　　　　　　　　　　　 15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3 2 16 6 30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0 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股票价格变动：4 2 16 12 31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8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800 000

注：公允价值变动 ×（ ） （万元）=200 4.8-5.2 =-80

（ ） × 年 月 日，确认应收现金股利：5 2 17 5 9

借：应收股利　　　　　　　　　　　　　　　　 200 000

　贷：投资收益　　　　　　　　　　　　　　　　 200 000

（ ） × 年 月 日，收到现金股利：6 2 17 5 13

借：银行存款　　　　　　　　　　　　　　　　 200 000

　贷：应收股利　　　　　　　　　　　　　　　　 200 000

（ ） × 年 月 日，出售股票：7 2 17 5 20

借：银行存款　　　　　　　　　　　　　　　 9 800 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0 000 000

　　　投资收益　　　　　　　　　　　　　　　　 2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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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讲-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金融工具的减值

第四节　金融工具的计量

三、金融负债的后续计量

（一）金融负债后续计量原则

企业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对金融负债后续计量：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2. 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所形成的金融负债。对此类金

融负债，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号——金融资产转移》相关规定进行计量。23

 3. 不属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或没有指定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企业作为此类金融

负债发行方的，应当在初始确认后按照损失准备金额以及初始确认金额扣除累计摊销额后的余额孰

高进行计量。

 4. 上述金融负债以外的金融负债，应当按摊余成本后续计量。

（二）金融负债后续计量的会计处理

 1. 对于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金融负债，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利得或损失，除与套期会计

有关外，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公司经批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亿元人14-22 2 16 7 1 10

民币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年，票面年利率 ，每张面值为 元，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所募1 5.58% 100

集资金主要用于公司购买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及配套件等。公司将该短期融资券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假定不考虑发行短期融资券相关的交易费用以及企业自

身信用风险变动。

 2 × 年 月 日，该短期融资券市场价格每张 元（不含利息）； × 年 月 16 12 31 120 2 17 6 30

日，该短期融资券到期兑付完成。

据此，甲公司账务处理如下（金额单位：万元）：

（ ） × 年 月 日，发行短期融资券：1 2 16 7 1

借：银行存款　　　　　　　　　　　　　　　　 10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负债　　　　　　　　　　　　　 100 000

（ ） × 年 月 日，年末确认公允价值变动和利息费用：2 2 16 12 31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负债　　　　　　　　　　　　　　 20 000

借：财务费用　　　　　　　　　　　　　　　　　 2 790

　贷：应付利息　　　　　　　　　　　　　　　　　 2 790

（ ） × 年 月 日，短期融资券到期：3 2 17 6 30

借：财务费用　　　　　　　　　　　　　　　　　 2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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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应付利息　　　　　　　　　　　　　　　　　 2 790

借：交易性金融负债　　　　　　　　　　　　　 120 000

　　应付利息　　　　　　　　　　　　　　　　　 5 580

　贷：银行存款　　　　　　　　　　　　　　　　 105 58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0 000

 2. 以摊余成本计量且不属于任何套期关系的一部分的金融负债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当在终

止确认时计入当期损益或在按照实际利率法摊销时计入相关期间损益。

企业与交易对手方修改或重新议定合同，未导致金融负债终止确认，但导致合同现金流量发生

变化的，应当重新计算该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并将相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重新计算的该

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应当根据将重新议定或修改的合同现金流量按金融负债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的

现值确定。对于修改或重新议定合同所产生的所有成本或费用，企业应当调整修改后的金融负债账

面价值，并在修改后金融负债的剩余期限内进行推销。

【教材例 】甲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为建造专用生产线筹集资金。有关资料如下：14-23

（ ） × 年 月 日，委托证券公司以 万元的价格发行 年期分期付息公司债1 2 13 12 31 7 755 3

券。该债券面值为 万元，票面年利率 ，实际年利率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后按面8 000 4.5% 5.64%

值偿还。假定不考虑发行公司债券相关的交易费用。

（ ）生产线建造工程采用出包方式，于 × 年 月 日开始动工，发行债券所得款项当日2 2 14 1 1

全部支付给建造承包商， × 年 月 日所建造生产线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2 15 12 31

（ ）假定各年度利息的实际支付日期均为下年度的 月 日； × 年 月 日支付 × 3 1 10 2 17 1 10 2

年度利息，一并偿付面值。16

（ ）所有款项均以银行存款支付。4

据此，甲公司计算得出该债券在各年末的摊余成本、应付利息金额、当年应予资本化或费用化

的利息金额、利息调整的本年摊销和年末余额。有关结果如表 所示：14-6

表 　　　　　　　　　　　　　　　　　　　　　　　　　　　　　　　单位：万元14-6

时间
 2×13 年 12

月 日31

 2×14 年 12

月 日31

 2×15 年 12

月 日31

 2×16 年 月 12

日31

年末摊余

成本

面值 8 000 8 000 8 000 8 000

利息调整 -245 -167.62 -85.87 0

合计 7 755 7 832.38 7 914.13 8 000

当年应予资本化或费用

化的利息金额
437.38 441.75 445.87

年末应付利息金额 360 36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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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息调整 本年摊”

销额

77.38 81.75 85.87

相关账务处理如下：

（ ） × 年 月 日，发行债券：1 2 13 12 31

借：银行存款　　　　　　　　　　　　　　　 77 550 000

　　应计债券——利息调整　　　　　　　　　 2 450 000

　贷：应付债券——面值　　　　　　　　　　　 80 0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和结转利息：2 2 14 12 31

借：在建工程　　　　　　　　　　　　　　　 4 373 800

　贷：应付利息　　　　　　　　　　　　　　　 3 60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773 800

（ ） × 年 月 日，支付利息：3 2 15 1 10

借：应付利息　　　　　　　　　　　　　　　 3 600 000

　贷：银行存款　　　　　　　　　　　　　　　 3 6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和结转利息：4 2 15 12 31

借：在建工程　　　　　　　　　　　　　　　 4 417 500

　贷：应付利息　　　　　　　　　　　　　　　 3 60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817 500

（ ） × 年 月 日，支付利息：5 2 16 1 10

借：应付利息　　　　　　　　　　　　　　　 3 600 000

　贷：银行存款　　　　　　　　　　　　　　　 3 600 000

（ ） × 年 月 日，确认和结转利息：6 2 16 12 31

借：财务费用　　　　　　　　　　　　　　　 4 458 700

　贷：应付利息　　　　　　　　　　　　　　　 3 600 00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858 700

（ ） × 年 月 日，债券到期兑付：7 2 17 1 10

借：应付利息　　　　　　　　　　　　　　　 3 600 000

　　应付债券——面值　　　　　　　　　　　　 80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83 600 000

四、金融工具的减值

（一）金融工具减值概述

本章对金融工具减值的规定称为预期信用损失法。该方法与过去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

损失确认损失准备的方法有着根本性不同。在预期信用损失法下，减值准备的计提不以减值的实际

发生为前提，而是以未来可能的违约事件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来计量当前（资产负债表日）应当确

认的损失准备。

企业应当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1. 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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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租赁应收款。

 3. 合同资产。合同资产是指第十六章第一节定义的合同资产。

 4. 部分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

损失准备，是指针对按照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和合同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

计提的准备，按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累计减值金额以及针对

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的预期信用损失计提的准备。 

信用损失，是指企业按照原实际利率折现的、根据合同应收的所有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

所有现金流量之间的差额，即全部现金短缺的现值。其中，对于企业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

的金融资产，应按照该金融资产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折现。由于预期信用损失考虑付款的金额和

时间分布，因此即使企业预计可以全额收款但收款时间晚于合同规定的到期期限，也会产生信用损

失。

 预期信用损失，是指以  发生违约的风险为权重 的金融工具信用损失的加权平均值。

（二）金融工具减值的三阶段

一般情况下，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评估相关金融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是否已

显著增加，可以将金融工具发生信用减值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计量其损失准

备、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及其变动：

 1. 第一阶段：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未来 个月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并按其12

账面余额（即未扣除减值准备）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若该工具为金融资产，下同）。

 2. 第二阶段：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已显著增加但尚未发生信用减值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并按其账面余额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3. 第三阶段：初始确认后发生信用减值

对于处于该阶段的金融工具，企业应当按照该工具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计量损失准备，

但对利息收入的计算不同于处于前两阶段的金融资产。对于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

按其摊余成本（账面余额减已计提减值准备）和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上述三阶段的划分，适用于购买或源生时未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工具。对于购买或源生时已发

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仅将初始确认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变动确认为损失准

备，并按其摊余成本和经信用调整的实际利率计算利息收入。

（三）特殊情形

在以下两类情形下，企业无须就金融工具初始确认时的信用风险与资产负债表日的信用风险进

行比较分析。

 1. 较低信用风险

如果企业确定金融工具的违约风险较低，借款人在短期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能力

很强，并且即使较长时期内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存在不利变化，也不一定会降低借款人履行其支付

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能力，那么该金融工具可被视为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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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资产负债表日具有较低信用风险的金融工具，企业可以不用与其初始确认时的信用风险

进行比较，而直接作出该工具的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未显著增加的假定（企业对这种简化处理有

选择权）。

 2. 应收款项、租赁应收款和合同资产

企业对于第十六章收入所规定的、不含重大融资成分（包括根据该章不考虑不超过一年的合同

中融资成分的情况）的应收款项和合同资产，应当始终按照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

其损失准备（企业对这种简化处理没有选择权）。除此之外，准则还允许企业作出会计政策选择，

对包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和租赁应收款（可分别对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应收租

赁款作出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始终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其损失准

备。

（四）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企业计量金融工具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应当反映下列各项要素：

 1. 通过评价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平均金额。

 2. 货币时间价值。

 3. 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

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企业应当按照下列方法确定有关金融工具的信用损失：

 1. 对于金融资产，信用损失应为企业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

现值。

 2. 对于租赁应收款项，信用损失应为企业应收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

额的现值。其中，用于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的现金流量，应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号——租赁》21

用于计量租赁应收款项的现金流量保持一致。

 3. 对于未提用的贷款承诺，信用损失应为在贷款承诺持有人提用相应贷款的情况下，企业应收

取的合同现金流量与预期收取的现金流量之间差额的现值。企业对贷款承诺预期信用损失的估计，

应当与其对该贷款承诺提用情况的预期保持一致。

 4. 对于财务担保合同，信用损失应为企业就该合同持有人发生的信用损失向其作出赔付的预计

付款额，减去企业预期向该合同持有人、债务人或任何其他方收取的金额之间差额的现值。

 5. 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已发生信用减值但并非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信用损失

应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与按原实际利率折现的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企业应当以概率加权平均为基础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量。企业对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应当反

映发生信用损失的各种可能性，但不必识别所有可能的情形。在计量预期信用损失时，企业需考虑

的最长期限为企业面临信用风险的最长合同期限（包括考虑续约选择权），而不是更长期间，即使

该期间与业务实践相一致。

（五）金融工具减值的账务处理

 1. 减值准备的计提和转回

　借：信用减值损失

　　贷：贷款损失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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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坏账准备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租赁应收款减值准备

　　　　预计负债（用于贷款承诺及财务担保合同）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其他债权投资）

转回时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提示】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债务工具），企业应当在

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其损失准备，并将减值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且不应减少该金融资产在资

产负债表中列示的账面价值。

 2. 已发生信用损失金融资产的核销

企业实际发生信用损失，认定相关金融资产无法收回，经批准予以核销的，应当根据批准的核

销金额，借记“贷款损失准备”等科目，贷记相应的资产科目，如“贷款”“应收账款”“合同资

产”“应收租赁款”等。若核销金额大于已计提的损失准备，还应按其差额借记“信用减值损失”

科目。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项目 第 阶段1 第 阶段2 第 阶段3

阶段特征

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并未

显著增加的金融工具（包

括在报告日信用风险较低

的金融工具）

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

发生显著增加的金融工

具，但未发生信用减值

（不存在表明发生信用

损失的事件的客观证

据）

在报告日发生信用减值

（存在表明发生减值的

客观证据）的金融工具

损失准备的确

认
 12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

损失

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

损失

利息收入的计

算

按账面总额（即并未扣除

预期信用损失准备的金

额）计算（总额法）

按账面总额（即并未扣

除预期信用损失的金

额）计算（总额法）

按账面净额（即账面总

额减去预期信用损失准

备的金额）计算（净额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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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 年 月 日，甲公司按面值购买了公允价值 万元的债券，这些债券以2 18 12 15 2 000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这些债券的合同期限为 年，利率为 ，实际利率同10 5%

为 。初始确认时，该公司确认该资产不是所购买或源生的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资产。 × 年 5% 2 18 12

月 日（即首个报告日），由于市场利率变化，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下降至 万元。该债券的惠31 1 900

誉评级为 ，通过采用低信用风险简化操作，甲公司确定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没有显著增加，AA+

应计量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为了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甲公司采用了 级中隐含的 个月违约12 AA+ 12

率（假设为 ）和 的违约损失率，因此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为 万元。2% 60% 12 24

 2 × 年（即第二个报告日），由于市场利率变化以及发行人面临的不利的业务和经济状况风19

险导致的不确定性，该债券的公允价值进一步降低至 万元。惠誉将该债券的外部评级调低至 1 700

级以下（即，投资等级以下）， 这表明该风险敞口已使该债券发生违约的风险显著增加。因BBB-

此，甲公司认定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基于该等级中隐含的整个存续期违约率（假设为 ）和 15%

的违约损失率，甲公司确定整个存续期的预期损失为 万元。假定不考虑利息收入的确认及其60% 180

他因素。

要求：

（ ）编制甲公司 × 年 月 日购入债券投资的会计分录。1 2 18 12 15

（ ）编制甲公司 × 年 月 日确认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及预期损失准备的会计分2 2 18 12 31

录。

（ ）编制甲公司 × 年 月 日确认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及预期损失准备的会计分3 2 19 12 31

录。

【答案】

（ ）1

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2 000

　贷：银行存款　　　　　　　　　　　　　　　　　 2 00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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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0

　贷：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0

　　　　　　　　　　　　　　　　　　　　（ ）2 000-1 900

借：信用减值损失　　　　　　　　　　　　　　　　　 24

　贷：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24

（ ）3

借：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200

　贷：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200

　　　　　　　　　　　　　　　　 （ ） [ 2 000-1 700 -100]

借：信用减值损失　　　　　　　　　　　　　　　　 156

　贷：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156

　　　　　　　　　　　　　　　　　　　　　　 （ ）180-24

第47讲-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第二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和重分类

三、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一）金融工具重分类的原则

企业改变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时，应当按照规定对所有受影响的相关金融资产进行重分

类。企业对所有金融负债均不得进行重分类。

 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应当自重分类日起  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不得对

以前已经确认的利得、损失（包括减值损失或利得 或利息进行追溯调整。)

重分类日，是指导致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重分类的业务模式发生变更后的首个报告期间的第一

天。例如，甲上市公司决定于 × 年 月 日改变某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则重分类日为 × 2 18 3 22 2

年 月 日（即下一个季度会计期间的期初）；乙上市公司决定于 × 年 月 日改变某金18 4 1 2 18 10 15

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则重分类日为 × 年 月 日。2 19 1 1

企业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的变更是一种极其少见的情形。该变更源自外部或内部的变化，必

须由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进行决策，且其必须对企业的经营非常重要，并能够向外部各方证实。因

此，只有当企业开始或终止某项对其经营影响重大的活动时（例如当企业收购、处置或终止某一业

务线时），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才会发生变更。例如，某银行决定终止其零售抵押贷款业

务，该业务线不再接受新业务，并且该银行正在积极寻求出售其抵押贷款组合，则该银行管理其零

售抵押贷款的业务模式发生了变更。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业务模式的变更必须在重分类日之前生效。例如，银行决定于 × 年 2 18

月 日终止其零售抵押贷款业务，并在 × 年 月 日对所有受影响的金融资产进行重分10 15 2 19 1 1

类。在 × 年 月 日之后，其不应开展新的零售抵押贷款业务，或另外从事与之前零售抵押2 18 10 15

贷款业务模式相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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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例 】甲公司持有拟在短期内出售的某商业贷款组合。甲公司近期收购了一家资产管14-3

理公司（乙公司），乙公司持有贷款的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甲公司决定，对该

商业贷款组合的持有不再是以出售为目标，而是将该组合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其他贷款一起管

理，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则甲公司管理该商业贷款组合的业务模式发生了变更。

以下情形不属于业务模式变更 :

 1. 企业持有特定金融资产的意图改变。企业即使在市场状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改变对特定

资产的持有意图，也不属于业务模式变更。

 2. 金融资产特定市场暂时性消失从而暂时影响金融资产出售。

 3. 金融资产在企业具有不同业务模式的各部门之间转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没有发生变更，而金融资产的条款发生变更

但未导致终止确认的，不允许重分类。如果金融资产条款发生变更导致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不涉

及重分类问题，企业应当终止确认原金融资产，同时按照变更后的条款确认一项新金融资产。

（二）金融资产重分类的计量

 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 ）企业将一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1

金融资产

应当按照该资产在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原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银行以公允价值 元购入一项债券投资，并按14-4 2 16 10 15 500 000

规定将其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该债券的账面余额为 元。500 000

 2 × 年 月 日，甲银行变更了其管理债券投资组合的业务模式，其变更符合重分类的要17 10 15

求，因此，甲银行于 × 年 月 日将该债券从以摊余成本计量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2 18 1 1

动计入当期损益。 × 年 月 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元，已确认的减值准备为 2 18 1 1 490 000 6 

元。假设不考虑该债券的利息收入。000

甲银行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490 000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6 000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 000

　贷：债权投资　　　　　　　　　　　　　　　　 500 000

（ ）企业将一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2

益的金融资产

应当按照该金融资产在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原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该金融资产重分类不影响其实际利率和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提示】“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每期按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息收入、预期信用损失是

相等的，重分类时无需调整影响损益的金额。在重分类时“其他债权投资”按公允价值计量，冲销

“债权投资”账面余额，差额记入“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债权投资”

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分录为：借记“信用减值损失”，贷记“债权投资减值准备”，“其他债权投

资”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分录为：借记“信用减值损失”，贷记“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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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因此，重分类时与减值有关的会计分录为：借记“债权投资减值准备”，贷记“其他综合收

益—信用减值准备”。

【例题】 银行于 × 年 月 日以公允价值 元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将其分类A 2 19 1 1 500 000

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年 月 日，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2 20 1 1

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日，该债券组合的公允价值为 元，已确认的损失准备为 490 000 6 

元（反映了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因此以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计量）。假定不考000

虑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

 2 × 年 月 日， 银行会计处理如下：20 1 1 A

借：其他债权投资　　　　　　　　　　　　　　 490 000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

　贷：债权投资　　　　　　　　　　　　　　　　 500 000

借：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6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6 000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 ）企业将一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1

量的金融资产

应当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出，调整该金融资产在重分类日的公允价

值，并以调整后的金额作为新的账面价值，即视同该金融资产一直以摊余成本计量。该金融资产重

分类不影响其实际利率和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

【提示】“债权投资”和“其他债权投资”每期按实际利率法确认的利息收入、预期信用损失是

相等的，重分类时无需调整影响损益的金额。在重分类时冲销“其他债权投资”和“其他综合收

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两者的差额即为重分类日“债权投资”账面余额，借记“债权

投资”。 “债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分录为：借记“信用减值损失”，贷记“债权投资减值

准备”，“其他债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会计分录为：借记“信用减值损失”，贷记“其他综合

收益—信用减值准备”，因此，重分类时与减值有关的会计分录为：借记“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

值准备”，贷记“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银行以公允价值 元购入一项债券投资，并按14-5 2 16 9 15 500 000

规定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该债券的账面余额为 500 

元。 × 年 月 日，甲银行变更了其管理债券投资组合的业务模式，其变更符合重分类000 2 17 10 15

的要求，因此，甲银行于 × 年 月 日将该债券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2 18 1 1

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年 月 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2 18 1 1 490 

元，已确认的减值准备为 元。假设不考虑利息收入。000 6 000

甲银行的会计处理如下 :

借：债权投资　　　　　　　　　　　　　　　　 500 000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6 000

　贷：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500 000

　　　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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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6 000

（ ）企业将一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2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应当继续以公允价值计量该金融资产。同时，企业应当将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

损失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

【例题】 银行于 × 年 月 日以公允价值 元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将其分类A 2 19 1 1 500 000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年 月 日，将其重分类为以公2 20 1 1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日，该债券组合的公允价值为 元，490 000

已确认的损失准备为 元（反映了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显著增加，因此以整个存续期预期信6 000

用损失计量）。假定不考虑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

 2 × 年 月 日， 银行会计处理如下：20 1 1 A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490 000

　贷：其他债权投资　　　　　　　　　　　　　　 490 000

借：投资收益　　　　　　　　　　　　　　　　　 4 000

　　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6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10 000

 3.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重分类

（ ）企业将一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1

金融资产

应当以其在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作为新的账面余额。

【例题】 银行于 × 年 月 日以公允价值 元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将其分类A 2 19 1 1 500 000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年 月 日，将其重分类为以摊余成2 20 1 1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日，该债券组合的公允价值为 元，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为 490 000 12 4 

元。假定不考虑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000

 2 × 年 月 日， 银行会计处理如下：20 1 1 A

借：债权投资　　　　　　　　　　　　　　　　 49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490 000

借：信用减值损失　　　　　　　　　　　　　　　 4 000

　贷：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4 000

（ ）企业将一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2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应当继续以公允价值计量该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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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银行于 × 年 月 日以公允价值 元购入一项债券投资组合，将其分类A 2 19 1 1 500 000

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年 月 日，将其重分类为以公允价2 20 1 1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重分类日，该债券组合的公允价值为 元， 490 000

个月预期信用损失为 元。假定不考虑利息收入的会计处理。12 4 000

 2 × 年 月 日， 银行会计处理如下：20 1 1 A

借：其他债权投资　　　　　　　　　　　　　　 490 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490 000

借：信用减值损失　　　　　　　　　　　　　　　 4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信用减值准备　　　　　　　 4 000

第48讲-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总结

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总结

金融资产后续计量如下表所示

类别 后续计量 影响损益 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
摊余成本

（ ）使用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1

入；（ ）减值；（ ）外汇利得2 3

和损失；（ ）终止确认产生的利4

得或损失

无

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

债务

工具

公允价值

（ ）使用实际利率法确认利息收1

入；（ ）减值；（ ）外汇利得2 3

和损失；（ ）终止确认产生的利4

得或损失

（ ）并非在损益中确认1

的公允价值变动；（ ）2

终止确认时累计金额转回

至损益

权益

（ ）公允价值变动和外1

汇差额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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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其他综

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

工具 公允价值 正常股利收入 （ ）终止确认时累计的2

金额不得重分类至损益，

应转入留存收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

（ ）公允价值变动；（ ）外汇1 2

利得或损失；（ ）终止确认产生3

的利得或损失

无

【真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应当计入发生当期损益的有（　　）。（ 年）2018

 A.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的负债在结算前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

 B. 将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C.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公

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D. 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

【答案】 ACD

【解析】选项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的负债在结算前资产负债表日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公A

允价值变动损益；选项 ，将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金融负债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B

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影响损益；选项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以公C,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时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选项 ，自用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D

的差额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真题· 年计算分析题】甲公司为一家上市公司，相关年度发生与金融工具有关的交易或2019

事项如下：

（ ） × 年 月 日，甲公司购入了乙公司同日按面值发行的债券 万张，该债券每张面1 20 8 7 1 50

值为 元，面值总额 万元，款项已以银行存款支付。根据乙公司债券的募集说明书，该债100 5 000

券的年利率为 （与实际利率相同），自发行之日起开始计息，债券利息每年支付一次，于每年 6% 6

月 日支付，期限为 年，本金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甲公司管理乙公司债券的目标是保证日30 5

常流动性需求的同时，维持固定的收益率。

 20 × 年 月 日，甲公司所持上述乙公司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8 12 31 5 200

 20 × 年 月 日，甲公司基于流动性需求将所持乙公司债券全部出售，取得价款 万9 1 1 5 202

元。

（ ） × 年 月 日，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了丙公司发行的 年期可转换债券 万张，2 20 9 7 1 5 10

以银行存款支付价款 万元，另支付交易费用 万元。根据丙公司可转换债券的募集说明书，1 050 15

该可转换债券每张面值为 元；票面年利率为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于可转换债券发行之日100 1.5%

起每满 年的当日支付；可转换债券持有人可于可转换债券发行之日满 年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到1 3

期日止，按照 元 股的转股价格将持有的可转换债券转换为丙公司的普通股。20 /

 20 × 年 月 日，甲公司所持上述丙公司可转换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9 12 31 1 090

（ ） × 年 月 日，甲公司向特定的合格投资者按面值发行优先股 万股，每股面3 20 9 9 1 1 000

值 元，扣除发行费用 万元后的发行收入净额已存入银行。根据甲公司发行优先股的募集100 3 000

说明书，本次发行优先股的票面股息率为 ；甲公司在有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可以向优先股股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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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股息；在约定的优先股当期股息前，甲公司不得向普通股股东分配股利；除非股息支付日期前 

个月发生甲公司向普通股股东支付股利等强制付息事件，甲公司有权取消支付优先股当期股息，12

且不构成违约；优先股股息不累积；优先股股东按照约定的票面股息率分配股息后，不再同普通股

股东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

甲公司有权按照优先股票面金额加上当期已决议支付但尚未支付的优先股股息之和赎回并注销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本次发行的优先股不设置投资者回售条款，也不设置强制转换为普通股的条

款；甲公司清算时，优先股股东的清偿顺序劣后于普通债务的债权人，但在普通股股东之前。

甲公司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能够自主决定普通股股利的支付。

本题不考虑相关税费及其他因素。

要求：

（ ）根据资料（ ），判断甲公司所持乙公司债券应予确认的金融资产类别，从业务模式和合1 1

同现金流量特征两个方面说明理由，并编制与购入、持有及出售乙公司债券相关的会计分录。

（ ）根据资料（ ）判断甲公司所持丙公司可转换债券应予确认的金融资产类别，说明理由，2 2

并编制与购入、持有丙公司可转换债券相关的会计分录。

（ ）根据资料（ ），判断甲公司发行的优先股是负债还是权益工具，说明理由，并编制发行3 3

优先股的会计分录。

【答案】

（ ）甲公司应将取得的乙公司债券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1

产。

理由：由于甲公司管理乙公司债券的目标是在保证日常流动性需求的同时 维持固定的收益率 ,

该种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和出售金融资产为目标的业务模式；所持乙公司债券的合同现,

金流量特征与基本借贷安排相一致 即在特定日期产生的现金流量仅为对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

为基础的利息的支付。

 20 × 年 月 日8 7 1

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5 000

　贷：银行存款　　　　　　　　　　　　　　　　　 5 000

 20 × 年 月 日8 12 31

借：应收利息　　　　　　　　　 （ × × ）150 5 000 6% 6/12

　贷：投资收益　　　　　　　　　　　　　　　　　　 150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 ）200 5200-5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200

 20 × 年 月 日9 1 1

借：银行存款　　　　　　　　　　　　　　　　　 5 202

　　投资收益　　　　　　　　　　　　　　　　　　 148

　贷：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5 000

　　　　　　　　　——公允价值变动　　　　　　　　 200

　　　应收利息　　　　　　　　　　　　　　　　　　 150

借：其他综合收益　　　　　　　　　　　　　　　　 200

　贷：投资收益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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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公司应将取得的丙公司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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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由：由于嵌入了一项转股权 甲公司所持丙公司可转换债券在基本借贷安排的基础上 会产, ,

生基于其他因素变动的不确定性 不符合本金和以未偿付本金金额为基础的利息支付额的合同现金,

流量特征。

 20 × 年 月 日9 7 1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1 050

　　投资收益　　　　　　　　　　　　　　　　　　　 15

　贷：银行存款　　　　　　　　　　　　　　　　　 1 065

 20 × 年 月 日9 12 31

借：应收利息　　　　　　　　　　　　　　　　　　 7.5

　　　　　　　　　　　　　　　（ × × × ）10 100 1.5% 6/12

　贷：投资收益　　　　　　　　　　　　　　　　　　 7.5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4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

（ ）甲公司发行的优先股应划分为权益工具。3

理由：（ ）由于本次发行的优先股不设置投资者回售条款 甲公司能够无条件避免赎回优先1 ,

股并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由于甲公司有权取消支付优先股当期股息 甲公2 ,

司能够无条件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支付股息的合同义务；（ ）在发生强制付息事件的情3

况下 甲公司根据相应的议事机制能够决定普通股股利的支付，因此也就能够无条件避免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支付股息的合同义务。

借：银行存款　　　　　　　　　　　　　　　　　 97 000

　贷：其他权益工具　　　　　　　　　　　　　　　 97 000

【真题· 年计算分析题】 × 年 月 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 2018 20 7 7 10 2 

万元的价格受让乙公司所持丙公司 股权。同日，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万600 2% 2 600

元；丙公司的股东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受让丙公司股权后，甲公司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0 × 年 月 日，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丁公司发行在外的股票 万股（占丁公司发行在7 8 5 100

外有表决权股份的 ），支付价款 万元，另支付交易费用 万元。根据丁公司股票的合同现1% 2 200 1

金流量特征及管理丁公司股票的业务模式，甲公司持购入的丁公司股票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

 20 × 年 月 日，甲公司所持上述丙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所持上述丁公司7 12 31 2 800

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2 700

 20 × 年 月 日，丙公司股东会批准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万8 5 6 500

元， × 年 月 日，甲公司收到丙公司分配的股利 万元。20 8 7 12 10

 20 × 年 月 日，甲公司所持上述丙公司股权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所持上述丁公司8 12 31 3 200

股票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 × 年 月 日，甲公司将所持丙公司 股权予以转让，取得2 400 20 9 9 6 2%

款项 万元， × 年 月 日，甲公司将所持上述丁公司股票全部出售，取得款项 3 300 20 9 12 4 2 45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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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资料，（ ）甲公司对丙公司和丁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甲1 2

公司按实际净利润的 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不计提任意盈余公积。（ ）不考虑税费及其他因10% 3

素。

要求：

（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甲公司与购入、持有及处置丙公司股权相关的全部会计分录。1

（ ）根据上述资料，编制甲公司与购入、持有处置丁公司股权相关的全部会计分录。2

（ ）根据上述资料，计算甲公司处置所持丙公司股权及丁公司股票对其 × 年度净利润和 3 20 9

× 年 月 日所有者权益的影响。20 9 12 31

【答案】

（ ）1

 20 × 年 月 日7 7 10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2 600

　贷：银行存款　　　　　　　　　　　　　　　　　 2 600

 20 × 年 月 日7 12 31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2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200

 20 × 年 月 日8 5 6

借：应收股利　　　　　　　　　　　　　　　　　　　 10

　贷：投资收益　　　　　　　　　　　　　　　　　　　 10

 20 × 年 月 日8 7 12

借：银行存款　　　　　　　　　　　　　　　　　　　 10

　贷：应收股利　　　　　　　　　　　　　　　　　　　 10

 20 × 年 月 日8 12 31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400

 20 × 年 月 日9 9 6

借：银行存款　　　　　　　　　　　　　　　　　 3 300

　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成本　　　　　　　　　 2 600

　　　　　　　　　　　——公允价值变动　　　　　　 600

　　　盈余公积　　　　　　　　　　　　　　　　　　　 1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90

借：其他综合收益　　　　　　　　　　　　　　　　 600

　贷：盈余公积　　　　　　　　　　　　　　　　　　　 6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40

（ ）2

 20 × 年 月 日7 8 5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 200

　　投资收益　　　　　　　　　　　　　　　　　　　 1

　贷：银行存款　　　　　　　　　　　　　　　　　 2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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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年 月 日7 12 31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0

 20 × 年 月 日8 12 31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00

 20 × 年 月 日9 12 4

借：银行存款　　　　　　　　　　　　　　　　　 2 45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 200

　　　　　　　　　　——公允价值变动　　　　　　　 200

　　　投资收益　　　　　　　　　　　　　　　　　　　 50

（ ）对 × 年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万元，对所有者权益的影响金额 （万3 20 9 50 =100+50=150

元）。

第49讲-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一般原则,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

  第五节 　 金融资产转移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一般原则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

一、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一般原则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是指企业将之前确认的金融资产从其资产负债表中予以转出。金融资产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终止确认：（ ）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 ）该金1 2

融资产已转移，且该转移满足本节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

在第一个条件下，企业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如因合同到期而使合同权利终

止，金融资产不能再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在第二个条件下，企业收取

一项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并未终止，但若企业转移了该项金融资产，同时该转移满足本节

关于终止确认的规定，在这种安排下，企业也应当终止确认被转移的金融资产。

二、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本节关于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适用于所有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企业在判断金融资产是否应

当终止确认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终止确认时，应当遵循以下步骤：

（一）确定适用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定的报告主体层面

企业（转出方）对金融资产转入方具有控制权的，除在该企业个别财务报表基础上应用本节规

定外，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还应当按照第二十七章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合并所有纳入合并范围

的子公司（含结构化主体），并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应用本节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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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金融资产是部分还是整体适用终止确认原则

本节中的金融资产既可能指一项金融资产或其部分，也可能指一组类似金融资产或其部分。一

组类似金融资产通常指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在金额和时间分布上相似并且具有相似的风险特

征，如合同条款类似、到期期限接近的一组住房抵押贷款等。

当且仅当金融资产（或一组金融资产，下同）的一部分满足下列三个条件之一时，终止确认的

 相关规定适用于该金融资产部分， 否则，适用于该金融资产整体：

 1. 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可辨认现金流量。

如就某债务工具与转入方签订一项利息剥离合同，合同规定转入方拥有获得该债务工具利息现

金流量的权利，但无权获得该债务工具本金现金流量，则终止确认的规定适用于该债务工具的利息

现金流量。

 2. 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的现金流量部分。

如企业就某债务工具与转入方签订转让合同，合同规定转入方拥有获得该债务工具全部现金流

量 份额的权利，则终止确认的规定适用于这些现金流量的 。如果转入方不止一个，只要转90% 90%

出方所转移的份额与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即可，不要求每一转入方均持有成比例的现金

流量份额。

 3. 该金融资产部分仅包括与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特定可辨认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的现金流量部

分。

如企业就某债务工具与转入方签订转让合同，合同规定转入方拥有获得该债务工具利息现金流

量 份额的权利，则终止确认的规定适用于该债务工具利息现金流量 部分。如果转入方不止90% 90%

一个，只要转出方所转移的份额与金融资产的特定可辨认现金流量完全成比例即可，不要求每一转

入方均持有成比例的现金流量份额。

在除上述情况外的其他所有情况下，本准则有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适用于金融资产

的整体。例如，企业转移了公允价值为 万元人民币的一组类似的固定期限贷款组合，约定向转100

入方支付贷款组合预期所产生的现金流量的前 万元人民币，企业保留了取得剩余现金流量的次级90

权益。因为最初 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流量既可能来自贷款本金也可能来自利息，且无法辨认来自贷90

款组合中的哪些贷款，所以不是特定可辨认的现金流量，也不是该金融资产所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现

金流量的完全成比例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将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该金融资产 90

万元人民币的部分，而应当适用于该金融资产的整体。

又如，企业转移了一组应收款项产生的现金流量 的权利，同时提供了一项担保以补偿转入90%

方可能遭受的信用损失，最高担保额为应收款项本金金额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存在担保，在发8%

生信用损失的情况下，企业可能需要向转入方支付部分已经收到的企业自留的 的现金流量，以10%

补偿对方就 现金流量所遭受的损失，导致该组应收款项下实际合同现金流量的分类并非按 90% 90%

及 完全成比例分配，因此终止确认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该组金融资产的整体。10%

（三）确定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是否终止

企业在确定适用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规定的报告主体层面（合并财务报表层面或个别财务报表层

面）以及对象（金融资产整体或部分）后，即可开始判断是否对金融资产进行终止确认。 收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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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项应收账款的债务人在 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已经终止的，企业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约定期限内支付了全部款项，或者在期权合同到期时期权持有人未行使期权权利，导致收取金融资

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企业应终止确认金融资产。

若收取金融资产的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没有终止，企业应当判断是否转移了金融资产，并根据

以下有关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判断标准确定是否应当终止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

（四）判断企业是否已转移金融资产

企业在判断是否已转移金融资产时，应分以下两种情形作进一步的判断：

 1. 企业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转移给其他方

如实务中常见的票据背书转让、商业票据贴现等。

 2. 企业保留了收取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但承担了将收取的该现金流量支付给一个或

多个最终收款方的合同义务

这种金融资产转移的情形通常被称为“过手安排”。当且仅当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时（不垫

付、不挪用、不延误），转出方才能按照金融资产转移的情形进行后续分析及处理，否则，被转移

金融资产应予以继续确认：

（ ）企业（转出方）只有从该金融资产收到对等的现金流量时，才有义务将其支付给最终收款1

方。在有的资产证券化等业务中，如发生由于被转移金融资产的实际收款日期与向最终收款方付款

的日期不同而导致款项缺口的情况，转出方需要提供短期垫付款项。在这种情况下， 当且仅当转出

方有权全额收回该短期垫付款并按照市场利率就该垫款计收利息，方能视同满足这一条件。

（ ）转让合同规定禁止企业（转出方）出售或抵押该金融资产，但企业可以将其作为向最终收2

款方支付现金流量义务的保证。企业不能出售该项金融资产，也不能以该项金融资产作为质押品对

外进行担保，意味着转出方不再拥有出售或处置被转移金融资产的权利。但是， 由于企业负有向最

终收款方支付该项金融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量的义务，该项金融资产可以作为企业如期向最终收款

方支付现金流量的保证。

（ ）企业（转出方）有义务将代表最终收款方收取的所有现金流量及时划转给最终收款方，且3

无重大延误。企业无权将该现金流量进行再投资。但是， 如果企业在收款日和最终收款方要求的划

转日之间的短暂结算期内将代为收取的现金流量进行现金或现金等价物投资，并且按照合同约定将

此类投资的收益支付给最终收款方，则视同满足本条件。

（五）分析所转移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报酬转移情况

企业转移收取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或者通过符合条件的过手安排方式转移金融资产的，应根据

规定进一步对被转移金融资产进行风险和报酬转移分析，以判断是否应终止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

 1. 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转移

中产生或保留的权利和义务单独确认为资产或负债。

以下情形表明企业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

（ ）企业无条件出售金融资产1

例如，某银行向某资产管理公司出售了一组贷款，双方约定，在出售后银行不再承担该组贷款

的任何风险，该组贷款发生的所有损失均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资产管理公司不能因该组已出售贷

款的包括逾期未付在内的任何未来损失向银行要求补偿。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已经将该组贷款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 可以终止确认该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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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出售金融资产，同时约定按回购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回购。2

【例题】 × 年 月 日，甲公司将其持有的乙上市公司股票转让给丙公司，甲公司与丙公2 18 2 1

司约定，在 个月后（即 月 日）将按照 月 日乙公司股票的市价回购被转让股票。由于甲公4 6 1 6 1

司已经将乙公司股票的所有价值变动风险和报酬转让给丙公司，可以认定甲公司已经转移了该项金

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应当终止确认其转让的乙公司股票。

（ ）企业出售金融资产，同时与转入方签订看跌或看涨期权合约，且该看跌或看涨期权为深度3

价外期权（即到期日之前不大可能变为价内期权），此时可以认定企业已经转移了该项金融资产所

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例题】 × 年 月 日，甲公司将其持有的面值为 万元的国债转让给丙公司，并向丙2 18 2 1 100

公司签发看跌期权，约定在出售后的 个月内，丙公司可以 元价格将国债卖回给甲公司。由于国4 60

债信用等级高、预计未来 个月内市场利率将维持稳定，甲公司分析认为该看跌期权属于深度价外4

期权。在此情况下，甲公司应终止确认被转让的国债。

 2. 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的，应当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

以下情形通常表明企业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 ）企业出售金融资产并与转入方签订回购协议，协议规定企业将按照固定价格或是按照原售1

价加上合理的资金成本向转入方回购原被转移金融资产，或者与售出的金融资产相同或实质上相同

的金融资产。

（ ）企业融出证券或进行证券出借。2

（ ）企业出售金融资产并附有将市场风险敞口转回给企业的总回报互换。3

（ ）企业出售短期应收款项或信贷资产，并且全额补偿转入方可能因被转移金融资产发生的信4

用损失。

（ ）企业出售金融资产，同时向转入方签订看跌或看涨期权合约，且该看跌期权或看涨期权为5

一项价内期权。

（ ）采用附追索权方式出售金融资产。6

 3. 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应当判断其是否保

留了对金融资产的控制，根据是否保留了控制分别进行处理。

（六）分析企业是否保留了控制

若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企业应当判断企业是

否保留了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如果没有保留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的，应当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

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且未放弃对该金融资产

控制的，应当按照其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有关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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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

（一）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的会计处理

对于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企业应当按照被转移的金融资产是金融资产的整体还

是金融资产的一部分，分别按照以下方式进行会计处理：

 1.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的会计处理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应当将下列两项金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被转移金融资产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1

（ ）因转移金融资产而收到的对价，与原直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涉及2

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公司将持有的乙公司发行的 年期公司债券出售给丙14-24 2 17 1 1 10

公司，经协商出售价格为 万元人民币， × 年 月 日该债券公允价值为 万元人民311 2 16 12 31 310

币。该债券于 × 年 月 日发行，甲公司持有该债券时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2 16 1 1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面值（取得成本）为 万元人民币。300

本例中，假设甲公司和丙公司在出售协议中约定，出售后该公司债券发生的所有损失均由丙公

司自行承担，甲公司已将债券所有权上的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丙公司，因此，应当终止确认

该金融资产。

根据上述资料，首先应确定出售日该笔债券的账面价值。由于资产负债表日（即 × 年 2 16 12

月 日）该债券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人民币，而且该债券属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31 310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因此出售日该债券账面价值为 万元人民币。310

其次，应确定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 年 月 日甲公司计入其2 16 12 31

他综合收益的利得为 万元 ）人民币。10 (310-300

最后，确定甲公司出售该债券形成的损益。按照金融资产整体转移形成的损益的计算公式计

算，出售该债券形成的收益为 万元 （包含因终止确认而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至11 (311-310+10)

当期损益的 万元）。10

甲公司出售该公司债券业务应作如下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3 1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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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其他债权投资　　　　　　　　　　　　　 3 100 000

　　　投资收益　　　　　　　　　　　　　　　　　 10 000

同时，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出：

借：其他综合收益——公允价值变动　　　　　　 100 000

　贷：投资收益　　　　　　　　　　　　　　　　 100 000

 2.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的会计处理

企业转移了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且该被转移部分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应当将转移前金融资产

整体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部分和继续确认部分（在此种情形下，所保留的服务资产应当视同继

续确认金融资产的一部分）之间，按照转移日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终止确认部分在终止确认日的账面价值。1

（ ）终止确认部分收到的对价（包括获得的所有新资产减去承担的所有新负债），与原计入其2

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中对应终止确认部分的金额（涉及部分转移的金融资产为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情形）之和。

（二）继续确认被转移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企业保留了被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表明企业所转移的金融资产不

满足终止确认的条件，不应当将其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中转出。此时，企业应当继续确认所转移的

金融资产整体，因资产转移而收到的对价，应当在收到时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需要注意的是，该

金融负债与被转移金融资产应当分别确认和计量，不得相互抵销。在后续会计期间，企业应当继续

确认该金融资产产生的收入或利得以及该金融负债产生的费用或损失。

【教材例 】 × 年 月 日，甲公司将其持有的一笔国债出售给丙公司，售价为 万14-25 2 18 4 1 20

元人民币。同时，甲公司与丙公司签订了一项回购协议， 个月后由甲公司将该笔国债购回，回购3

价为 万元。 × 年 月 日，甲公司将该笔国债购回。不考虑其他因素，甲公司应作如20.175 2 18 7 1

下账务处理：

（ ）判断应否终止确认。1

由于此项出售属于附回购协议的金融资产出售，到期后甲公司应按固定价格将该笔国债购回，

因此可以判断，甲公司保留了该笔国债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不应终止确认该笔国债应按转移前

的计量方法继续进行后续计量。

（ ） × 年 月 日，甲公司出售该笔国债时：2 2 18 4 1

借：银行存款　　　　　　　　　　　　　　　　 200 000

　贷：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00 000

（ ） × 年 月 日，甲公司应按根据未来回购价款计算的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的实际3 2 18 6 30

利率计算并确认有关利息费用，计算得出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的实际利率为 。3.5%

卖出回购国债的利息费用 × × （元）=200 000 3.5% 3/12=1 750

 借：利息支出 　　　　　　　　　　　　　　　　　 1 750

　 　　　　　　　　　　　　  贷：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 750

（ ） × 年 月 日，甲公司回购时：4 2 18 7 1

借：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01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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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银行存款　　　　　　　　　　　　　　　　 201 750

该笔国债与该笔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在资产负债表上不应抵销；该笔国债确认的收益，与该笔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产生的利息支出在利润表中不应抵销。

（三）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风险和报酬，且保留了对该金融资产控

制的，应当按照其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继续确认该被转移金融资产，并相应确认相关负

债。企业所确认的被转移的金融资产和相关负债，应当反映企业所保留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企业通过对被转移金融资产提供担保方式继续涉入的，应当在转移日按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

和担保金额两者之中的较低者，按继续涉入的程度继续确认被转移资产，同时按照担保金额和担保

合同的公允价值之和确认相关负债。

【教材例 】甲银行与乙银行签订一笔贷款转让协议，由甲银行将其本金为 万元、年14-26 1 000

利率为 、贷款期限为 年的组合贷款出售给乙银行，售价为 万元。双方约定，由甲银行为10% 9 990

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万元，实际贷款损失超过担保金额的部分由乙银行承担。转移300

日，该笔贷款（包括担保）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其中，担保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甲银行1 000 100

没有保留对该笔贷款的管理服务权。

分析：在本例中，由于甲银行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该笔组合贷款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

报酬，而且假设该贷款没有市场，乙银行不具备出售该笔贷款的实际能力，导致甲银行保留了对该

笔贷款的控制，所以应当按照甲银行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继续确认该被转移金融资产，

并相应确认相关负债。

由于转移日该笔贷款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万元，甲银行应当按照 1 000 300

万元继续确认该笔贷款。由于担保合同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所以甲银行确认相关负债金额300 100

为 万元（ ）。因此，转移日甲银行应作以下账务处理：400 300+100

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9 900 000

　　继续涉入资产　　　　　　　　　　　　　 3 000 000

　　贷款处置损益　　　　　　　　　　　　　 1 100 000

　贷：贷款　　　　　　　　　　　　　　　　　 10 000 000

　　　继续涉入负债　　　　　　　　　　　　　 4 000 000

对金融资产的继续涉入仅限于金融资产一部分的，企业应当按照转移日因继续涉入而继续确认

部分和不再确认部分的相对公允价值，在两者之间分配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并将下列两项金额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 分配至不再确认部分的账面金额（以转移日为准）；

 2. 不再确认部分所收到的对价。

如果涉及转移的金融资产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八条分22

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不再确认部分的金额对应的原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例题·多选题】甲银行与乙银行签订一笔贷款转让协议，由甲银行将其本金为 万元、年1 000

利率为 、贷款期限为 年的组合贷款出售给乙银行，售价为 万元。双方约定，由甲银行为10% 9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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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笔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万元，实际贷款损失超过担保金额的部分由乙银行承担。转移300

日，该笔贷款 包括担保 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其中，担保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甲银行( ) 1 000 100

没有保留对该笔贷款的管理服务权。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甲银行应当按照继续涉入该笔贷款的程度确认有关资产和负债

 B. 甲银行应当按照 万元确认继续涉入形成的资产1 000

 C. 甲银行确认继续涉入形成的负债金额为 万元400

 D. 转移日甲银行应减少贷款 万元1000

【答案】 ACD

【解析】甲银行由于对该笔转移的贷款提供了部分违约担保，因此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该笔组

合贷款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而且因为贷款没有活跃的市场，乙银行不具备出售该笔贷

款的“实际能力”，导致甲银行也未放弃对该笔贷款的控制，甲银行应当按照继续涉入该笔贷款的

程度确认有关资产和负债，选项 正确；由于转移日该笔贷款的账面价值为 万元，提供的财A 1 000

务担保金额为 万元，甲银行应当按照 万元确认继续涉入形成的资产，选项 错误；由于财300 300 B

务担保合同的公允价值为 万元，所以甲银行确认继续涉入形成的负债金额为 万元 100 400

，选项 正确；转移日甲银行应转销贷款 万元，选项 正确。(300+100) C 1000 D

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

情形 确认结果

已转移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

报酬
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确认新资产 

负债）/

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

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

险和报酬

放弃了对金

融资产的控制

未放弃对金

融资产的控制

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

度确认有关资产和负债及任何保留

权益

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

继续确认该金融资产，并将收到的对价确认为金融负

债

第50讲-套期会计概述

第六节　套期会计

◇套期会计概述



第62页 共75页

◇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套期关系评估

◇确认和计量

◇信用风险敞口的公允价值选择权

一、套期会计概述

（一）套期概述

套期，是指企业为管理外汇风险、利率风险、价格风险、信用风险等特定风险引起的风险敞

口，指定金融工具为套期工具，以使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预期抵销被套期项目全

部或部分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风险管理活动。

（二）套期的分类

在套期会计中 套期分为 , 、 。公允价值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和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1. 公允价值套期

是指对 ，或上述项目组成部分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 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敞口进行的套期。

以下是公允价值套期的例子：

（ ）某企业签订一项以固定利率换浮动利率的利率互换合约 对其承担的固定利率负债的利率1 ,

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 ）某石油公司签订一项 个月后以固定价格购买原油的合同（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为规2 6 ,

避原油价格风险 该公司签订一项商品（原油）期货合约 对该确定承诺的价格风险引起的公允价, ,

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 ）某企业购买一项期权合同 对持有的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3 ,

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证券价格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2. 现金流量套期

是指对 进行的套期。该现金流量变动源于与  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 已确认资产或负债、极可

，或与上述项目组成部分有关的特定风险，且将影响企业的损益。 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中，只有外汇风险可作为现金流量套期。

以下是现金流量套期的例子：

（ ）某企业签订一项以浮动利率换固定利率的利率互换合约 对其承担的浮动利率债务的利率1 ,

风险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 ）某橡胶制品公司签订 对 个月后预期极可能发生的与购2   一项未来买入橡胶的远期合同 , 3

买橡胶相关的价格风险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 ）某企业签订一项外汇远期合同 对以固定外币价格买入原材料的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的3 ,

外汇风险引起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真题·多选题】下列各项中，能够作为公允价值套期的被套期项目有（　　）。（ 年）2018

 A. 已确认的负债

 B.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C. 已确认资产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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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

【答案】 ABC

【解析】公允价值套期，是指对已确认资产和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上述项目组成部分

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选项 、 和 正确。A B C

 3.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是指对境外经营净投资外汇风险敞口进行的套期。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

中的被套期风险是指境外经营的记账本位币与母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之间的折算差额。

企业对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进行套期的 可以将其作为现金流量套期或公允价值套期处理。例,

如 某航空公司签订一项 个月后以固定外币金额购买飞机的合同（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 为规, 3 ,

避外汇风险 签订一项外汇远期合同 对该确定承诺的外汇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或者现金流量, ,

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三）套期会计方法

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套期 企业可运用套期会计方法进行处理。套期会计方法 是指企业将套, ,

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在相同会计期间计入 以反映 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风险管理活动影响的方法。

不采用套期会计

项目 第 期1 第 期2 合计

被套期项目 （ ），（ ）30 20 （ ）50

套期工具 30 20 50

损益 30 （ ）30 0

采用公允价值套期

采用现金流量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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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讲-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第六节　套期会计

二、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一）套期工具

 1. 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

套期工具 是指企业为进行套期而指定的、其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预期可抵销被套期项目,

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金融工具。企业可以作为套期工具的金融工具包括：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衍生工具，但签出期权除外。1

企业只有在对购入期权（包括嵌入在混合合同中的购入期权）进行套期时，签出期权才可以作

为套期工具。嵌入在混合合同中但未分拆的衍生工具不能作为单独的套期工具。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金融资产或非衍生金融负债， 2 但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且其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负债除外。

对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且其自身信用风险变动引起的公允价值变

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负债，由于没有将整体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不能被指定为套期工

具。

【例题】 甲公司将该票据分类为以 甲公司持有 年期的票据，其收益率与黄金价格指数挂构。1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同时，甲公司签订了一项 年后以固定价格购买1

黄金的合同（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以满足生产需要。

本例中，该票据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可以 被指定为

对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的价格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套期工具

（ ）对于外汇风险套期 企业可以将非衍生金融资产（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3 ,

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除外）或非衍生金融负债的外汇风险成分指定为套期工具。

【例题】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发行了 万美元、年利率 的固定利率债券，每5 000 5%

半年支付一次利息， 年后到期。甲公司将该债券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甲公司同时2

签订了 年后到期的、 万美元的固定价格销售承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2 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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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中，甲公司可以将以摊余成本计量的美元负债的外汇风险成分作为套期工具，对固定价格

销售承诺的外汇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或者现金流量变动风险敞口进行套期。

 2. 对套期工具的指定

（ ）企业在确立套期关系时 应当将前述符合条件的金融工具整体指定为套期工具。但是 由1 , ,

于期权的时间价值、远期合同的远期要素和金融工具的外汇基差通常可以单独计量 为便于提高某,

些套期关系的有效性 允许企业在对套期工具进行指定时 做出例外处理。, ,

①对于期权 企业可以将期权的内在价值和时间价值分开 只将期权的内在价值变动指定为套, ,

期工具。

②对于远期合同 企业可以将远期合同的远期要素和即期要素分开 只将即期要素的价值变动, ,

指定为套期工具。

③对于金融工具 企业可以将金融工具的外汇基差单独分拆 只将排除外汇基差后的金融工具, ,

指定为套期期工具。

（ ）企业可以将套期工具的一定比例指定为套期工具 但不可以将套期工具剩余期限内某一时2 ,

段的公允价值变动部分指定为套期工具。

例如 甲公司有一项支付固定利息、收取浮动利息的互换合同 拟将其用于对该公司所发行的, ,

浮动利率债券进行套期。该互换合同的剩余期限为 年 而债券的剩余期限为 年。在这种情况10 , 5

下 甲公司不能将该互换合同剩余期限中某 年的互换合同公允价值变动指定为套期工具。, 5

（ ）企业可以将两项或两项以上金融工具（或其一定比例）的组合指定为套期工具（包括组合3

内的金融工具形成风险头寸相互抵销的情形）。

例如， 公司的功能性货币为欧元，发行了墨西哥比索的浮动利率债券。A

风险管理策略为将所有的浮动利率债券调换为其功能性货币的固定利率债券

被套期对象：墨西哥比索浮动利率债券

套期工具：

①支付美元浮动利率收取墨西哥比索浮动利率的互换合约

②支付欧元固定利率收取美元浮动利率的互换合约

对于一项由签出期权和购入期权组成的期权（如利率上下限期 

权） 或对于两项或两项以上金融工具（或其一定比例）的组合 其在指定日实质上相当于一项净, ,

签出期权的 不能将其指定为套期工具。只有在对购入期权（包括嵌入在混合合同中的购入期权）,

进行套期时 净签出期权才可以作为套期工具。,

例如，甲公司发行了 年期、 亿元的浮动利率债券。为了对该债券利率风险进行套期，甲公5 2

司在债券发行当日购入利率上下限期权组合以对债券高于 、低于 的利率风险进行套期。发行8% 4%

当日市场上同等期限债券的市场利率为 ，购入期权的上限与签出期权的下限相比很可能产生溢6%

价，因此甲公司支付净期权费 万元。该利率上下限期权组合中购入的上限 和签出的下限 100 8% 4%

的名义本金同为 亿元。 本例中，由于企业未收取净期权费（支付净期权费 万元），签出期权2 100

和购入期权的关键条款相同，且签出期权的名义本金不大于购入期权的名义本金，因此甲公司可以

将该利率上下限期权组合指定为对浮动利率债券进行现金流量套期的套期工具。

 3. 使用单一套期工具对多种风险进行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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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是人民币，其承担了一项 年期浮动利率的美元债务。为规避该金5

融负债的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甲公司与某金融机构签订一项交叉货币利率互换合同（互换合同的

条款与该金融负债的条款相匹配），并将该互换合同指定为套期工具。根据该互换合同，甲公司将

定期收取以美元浮动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同时支付以人民币固定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上述例子

中，一项互换合同被指定为同时对金融负债的外汇风险和利率风险进行套期的套期工具。

（二）被套期项目

 1. 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

被套期项目 是指使企业面临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风险 且被指定为被套期对象的、能够, ,

可靠计量的项目。企业可以将下列单个项目、项目组合或其组成部分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 ）已确认资产或负债。1

（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其中 确定承诺 是指在未来某特定日期或期间 以约定价格交换2 , , ,

特定数量资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尚未确认 是指尚未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

【教材例 】甲公司为我国境内机器生产企业 采用人民币作为记账本位币。甲公司与境外14-27 ,

乙公司签订了一项设备购买合同 约定 个月后按固定的外币价格购入设备 即甲公司与乙公司达, 6 ,

成了一项确定承诺。同时 甲公司签订了一份外币远期合同 以对该项确定承诺产生的外汇风险进, ,

行套期。

在本例中 该确定承诺可以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外币远期合同可以被指定为公允价值套期或, ,

现金流量套期中的套期工具。

（ ）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预期交易，是指尚未承诺但预期会发生的交易。3

【教材例 】预期交易： × 年 月 日 甲公司预期 个月后将购买 吨铜，用于 14-28 2 18 5 1 , 2 200

× 年 月的生产。2 18 7

确定承诺： × 年 月 日 甲公司签订了一份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采购协议 约定于 2 18 5 1 , , 2

× 年 月 日向乙公司以每吨 万元的价格购买铜 吨。18 6 30 4 200

本例中 签订了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采购协议为确定承诺 而尚未承诺但预期会发生的交易为, ,

预期交易。

（ ）境外经营净投资4

境外经营净投资可以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境外经营净投资，是指企业在境外经营净资产中的

权益份额。企业既无计划也无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计期间结算的长期外币货币性应收项目 含贷(

款），应当视同实质构成境外经营净投资的组成部分。因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形成的期限较短的

应收账款不构成境外经营净投资。

境外经营可以是企业在境外的子公司、合营安排、联营企业或分支机构。在境内的子公司、合

营安排、联营企业或分支机构，采用不同于企业记账本位币的，也视同境外经营。

 2. 项目组成部分作为被套期项目的规定和要求

企业可以将上述已确认资产或负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极可能发生的预期交易以及境外经

营净投资等单个项目整体或者项目组合指定为被套期项目，企业也可以将上述单个项目或者项目组

合的一部分（项目组成部分）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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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部分是指小于项目整体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部分，它仅反映其所属项目整体面

临的某些风险，或仅反映一定程度的风险（例如对某项目的一定比例进行指定时）。企业只能将下

列项目组成部分或其组合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 ）项目整体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中仅由某一个或多个特定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1

量变动部分（风险成分）。

【教材例 】甲公司与乙公司订立了一项以合同指定公式进行定价的长期天然气供应合同，14-29

该公式主要参考商品价格（例如柴油）和其他因素（例如运输费）对长期天然气进行定价。为了管

理长期天然气供应合同涉及的长期天然气价格风险，甲公司利用柴油远期合同对该供应合同定价中

的柴油价格风险进行套期。由于该供应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对柴油组成部分作出了明确规定，因而柴

油价格风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部分属于合同明确的风险成分。

根据长期天然气供应合同定价公式，该风险成分能够单独识别；同时，市场上存在可交易的柴

油远期合同，该风险成分能够可靠计量。因此，甲公司的长期天然气供应合同定价中的柴油价格风

险引起的公允价值变动部分可以作为符合条件的风险成分，被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 ）一项或多项选定的合同现金流量。在企业风险管理活动中 企业有时会对一项或多项选定2 ,

的合同现金流量进行套期 例如 企业有一笔期限为 年、年利率 、按年付息的长期银行借款 , , 10 8%

企业出于风险管理需要 对该笔借款所产生的前 年应支付利息进行套期。一项或多项选定的合同, , 5

现金流量可以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 ）项目名义金额的组成部分。项目名义金额的组成部分，是指项目整体金额或数量的特定部3

分，其可以是项目整体的一定比例部分，也可以是项目整体的某一层级部分。不同的组成部分类型

产生不同的会计处理结果。因此，企业在指定名义金额组成部分时应当与其风险管理目标保持一

致。

项目名义金额的组成部分包括项目整体的一定比例部分（如一项贷款的合同现金流量的 部50%

分）和项目整体的某一层级部分，其中，项目某一层级部分可以从已设定但开放式的总体中指定一

个层级，也可以从已设定的名义金额中指定一个层级，例如，下列各项均属于项目某一层级部分：

①货币性交易量的一部分。例如，甲企业 × 年 月实现首笔 万美元的出口销售之后，2 17 1 20

下一笔金额为 万美元的出口销售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可以作为指定的被套期项目。20

②实物数量的一部分。例如，甲企业储藏在某地的 万立方米的底层天然气，可以作为指定500

的被套期项目。

③实物数量或其他交易量的一部分。例如，甲炼化企业 × 年 月购入的前 桶石油，2 17 6 1 000

乙发电企业 × 年 月售出的前 兆瓦小时的电力等，均可以作为指定的被套期项目。2 17 6 100

④被套期项目的名义金额的某一层。例如，金额为 亿元的确定承诺的最后 万元部分；1 8 000

金额为 亿元人民币的固定利率债券的底层 万元部分；可按公允价值提前偿付的总金额为 1 2 000 1

亿元人民币（设定的名义金额为 亿元）的固定利率债务的顶层 万元部分。1 3 000

 3. 汇总风险敞口作为被套期项目的规定和要求

企业可以将符合被套期项目条件的风险敞口与衍生工具组合形成的汇总风险敞口指定为被套期

项目。在指定此类被套期项目时，企业应当评估该汇总风险敞口是否是由风险敞口与衍生工具相结

合，从而产生了不同于该风险敞口的另一个风险敞口，并将其作为针对某项（或几项）特定风险的

一个风险敞口进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基于该汇总风险敞口指定被套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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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例 】甲企业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利用合同期限为 个月的咖啡期货合同对在14-30 15

未来 个月后极可能发生的确定数量的咖啡采购进行套期，以管理其价格风险（基于美元的）。该15

极可能发生的咖啡采购和咖啡期货合同相结合可被视为一项 个月后固定金额的美元外汇风险敞口15

（汇总风险敞口）。

 4. 被套期项目的组合

当企业出于风险管理目的对一组项目进行组合管理、且组合中的每一个项目（包括其组成部

分）单独都属于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时 可以将该项目组合指定为被套期项目。,

第52讲-套期关系评估，确认和计量，信用风险敞口的公允价值选择权

第六节　套期会计

三、套期关系评估

（一）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

公允价值套期、现金流量套期或境外经营净投资套期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才能运用套期会计,

方法进行处理：

 1. 套期关系仅由符合条件的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组成

 2. 在套期开始时 企业正式指定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 并准备了关于套期关系和企业从事, ,

套期的风险管理策略和风险管理目标的书面文件

 3 ．套期关系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

套期有效性，是指指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能够抵销被套期风险引起的被套期项

目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程度。套期工具的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大于或小于被套期项目的

公允价值或现金流量变动的部分为套期无效部分。套期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企业应当认定套期关

系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

（ ）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之间存在经济关系。该经济关系使得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价值1

因面临相同的被套期风险而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动。

（ ）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经济关系产生的价值变动中，信用风险的影响不占主导地位。2

套期关系的套期比率，应当等于企业实际套期的被套期项目数量与对其进行套期的套期工具实

际数量之比。套期比率不应当反映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相对权重的失衡，这种失衡会导致套期无

效，并可能产生与套期会计目标不一致的会计结果。

高粱： 吨 蒲式耳，假定 手高粱为 蒲式耳1 =39.37 1 5 000

　　　 吨高粱 蒲式耳 手1 000 =39 370 =7.874

　　　相对权重 或 都正确。1:7 1:8

（二）套期关系再平衡

套期关系由于套期比率的原因而不再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但指定该套期关系的风险管理目标

没有改变的，企业应当进行套期关系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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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关系再平衡，是指对已经存在的套期关系中被套期项目或套期工具的数量进行调整，以使

套期比率重新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基于其他目的对被套期项目或套期工具所指定的数量进行变

动，不构成套期关系再平衡。

再平衡 示例（调整被套期项目）—

再平衡 示例（调整套期项目）—

（三）套期关系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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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得撤销指定并终止一项继续满足套期风险管理目标并在再平衡之后继续符合套期会计条

件的套期关系。但是，如果套期关系不再满足套期风险管理目标或在再平衡之后不符合套期会计条

件等情形的，则企业必须终止套期关系。当只有部分套期关系不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的标准时，套

期关系将部分终止，其余部分将继续适用套期会计。

企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运用套期会计：

 1 ．因风险管理目标发生变化，导致套期关系不再满足风险管理目标。

 2 ．套期工具已到期、被出售、合同终止或已行使。

 3 ．被套期项目与套期工具之间不再存在经济关系，或者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经济关系产生

的价值变动中，信用风险的影响开始占主导地位。

 4. 套期关系不再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的其他条件。例如：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不再符合条

件。在适用套期关系再平衡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首先考虑套期关系再平衡，然后评估套期关系是否

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的条件。

四、确认和计量

（一）公允价值套期

公允价值套期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条件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1. 套期工具

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套期工具是对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或其组成部分）进行套期的，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应

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2. 被套期项目

（ ）已确认资产或负债1

因被套期风险敞口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整未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已确认

被套期项目的账面价值。被套期项目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

产（或其组成部分）的，其因被套期风险敞口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其账面价值已

经按公允价值计量，不需要调整；

被套期项目为企业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其投资

（或其组成部分）的，其因被套期风险敞口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账面价值

已经按公允价值计量，不需要调整。

（ ）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2

被套期项目为尚未确认的确定承诺（或其组成部分）的，其在套期关系指定后因被套期风险引

起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应当确认为一项资产或负债，相关的利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各相关期间损

益。当履行确定承诺而取得资产或承担负债时，应当调整该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包括已确

认的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教材例 】 年 月 日，甲公司为规避所持有铜存货公允价值变动风险，与某金融14-31 2×17 1 1

机构签订了一项铜期货合同，并将其指定为对 年前两个月铜存货的商品价格变化引起的公允2×17

价值变动风险的套期工具。铜期货合同的标的资产与被套期项目铜存货在数量、质次、价格变动和

产地方面相同。假设不考虑期货市场中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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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年 月 日，铜期货合同的公允价值为零，被套期项目（铜存货）的账面价值和成本均1 1

为 元，公允价值为 元。 年 月 日，铜期货合同公允价值上涨了 1 000 000 1 100 000 2×17 1 31 25

元，铜存货的公允价值下降了 元。 年 月 日，铜期货合同公允价值下降了 000 25 000 2×17 2 28 15

元，铜存货的公允价值上升了 元。当日，甲公司将铜存货以 元的价格出售，000 15 000 1 090 000

并将铜期货合同结算。

甲公司通过分析发现，铜存货与铜期货合同存在经济关系，且经济关系产生的价值变动中信用

风险不占主导地位，套期比率也反映了套期的实际数量，符合套期有效性要求。

假定不考虑商品销售相关的增值税及其他因素，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 ） 年 月 日，指定铜存货为被套期项目：1 2×17 1 1

借：被套期项目 库存商品铜　　　　　　　 —— 1 000 000

　贷：库存商品 铜　　　　　　　　　　　　 —— 1 000 000

 2×17 年 月 日，被指定为套期工具的铜期货合同的公允价值为 ，不作账务处理。1 1 0

（ ） 年 月 日，确认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2 2×17 1 31

借：套期工具 铜期货合同　　　　　　　　　　 —— 25 000

　贷：套期损益　　　　　　　　　　　　　　　　　 25 000

借：套期损益　　　　　　　　　　　　　　　　　 25 000

　贷：被套期项目 库存商品铜　　　　　　　　　 —— 25 000

（ ） 年 月 日，确认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3 2×17 2 28

借：套期损益　　　　　　　　　　　　　　　　　 15 000

　贷：套期工具 铜期货合同　　　　　　　　　　 —— 15 000

借：被套期项目 库存商品铜　　　　　　　　　 —— 15 000

　贷：套期损益　　　　　　　　　　　　　　　　　 15 000

确认铜存货销售收入：

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1 090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90 000

结转铜存货销售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990 000

　贷：被套期项目 库存商品铜　　　　　　　　 —— 990 000

结算铜期货合同：

借：银行存款　　　　　　　　　　　　　　　　　 10 000

　贷：套期工具 铜期货合同　　　　　　　　　　 —— 10 000

注：由于甲公司采用套期进行风险管理，规避了铜存货公允价值变动风险，因此其铜存货公允

价值下降没有对预期毛利 元（即 元 元）产生不利影响。同时，甲公100 000 1 100 000 -1 000 000

司运用公允价值套期将套期工具与被套期项目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相同会计期间，消除了因企业风

险管理活动可能导致的损益波动。

（二）现金流量套期

现金流量套期的目的是将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递延至被套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影响损

益的同一期间或多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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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现金流量套期满足运用套期会计方法条件的，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套期有效的部分，作为现金流量套期储备，应当计入其1

他综合收益。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两项的绝对额中较低者确定：

 ① 套期工具自套期开始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② 被套期项目自套期开始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累计变动额。

每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金额应当为当期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变动额。

（ ）套期工具产生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套期无效的部分（即扣除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后的其他利2

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2 ．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金额，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 ）被套期项目为预期交易，且该预期交易使企业随后确认一项非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负债的，1

或者非金融资产或非金融负债的预期交易形成一项适用于公允价值套期会计的确定承诺时，企业应

当将原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现金流量套期储备金额转出，计入该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 ）其他现金流量套期，企业应当在被套期的预期现金流量影响损益的相同期间，将原在其他2

综合收益中确认的现金流量套期储备金额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 ）如果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现金流量套期储备金额是一项损失，且该损失全部或部分预3

计在未来会计期间不能弥补的，企业应当在预计不能弥补时，将预计不能弥补的部分从其他综合收

益中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3 ．当企业对现金流量套期终止运用套期会计时，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的累计现金流量套期

储备金额，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处理：

（ ）被套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预期仍然会发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金额应当予以保1

留，并按照前述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后续处理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 ）被套期的未来现金流量预期不再发生的，累计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金额应当从其他综合收2

益中转出，计入当期损益。被套期的未来现金流量预期不再极可能发生但可能预期仍然会发生，在

预期仍然会发生的情况下，累计现金流量套期储备的金额应当予以保留，并按照前述现金流量套期

储备的后续处理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教材例 】 年 月 日，甲公司预期在 年 月 日销售一批商品，数量为 14-32 2×17 1 1 2×17 2 28

吨，预期售价为 元。为规避该预期销售中与商品价格有关的现金流量变动风险，甲公100 1 100 000

司于 年 月 日与某金融机构签订了一项商品期货合同且将其指定为对该预期商品销售的套2×17 1 1

期工具。商品期货合同的标的资产与被套期预期销售商品在数量、质次、价格变动和产地等方面相

同，并且商品期货合同的结算日和预期商品销售日均为 年 月 日。2×17 2 28

 2×17 年 月 日，商品期货合同的公允价值为零。 年 月 日，商品期货合同的公允1 1 2×17 1 31

价值上涨了 元，预期销售价格下降了 元。 年 月 日，商品期货合同的公允25 000 25 000 2×17 2 28

价值上涨了 元，商品销售价格下降了 元。当日，甲公司将商品出售，并结算了商品10 000 10 000

期货合同。

甲公司认为该套期符合套期有效性的条件。假定不考虑商品销售相关的增值税及其他因素，且

不考虑期货市场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的影响。

甲公司的账务处理如下：

（ ） 年 月 日，甲公司不作账务处理，但需编制指定文档。1 2×17 1 1

（ ） 年 月 日，确认现金流量套期储备：2 2×17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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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套期工具 商品期货合同　　　　　　　　　 —— 25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储备　　　　　　　　　 —— 25 000

（ ） 年 月 日，确认现金流量套期储备：3 2×17 2 28

借：套期工具 商品期货合同　　　　　　　　　 —— 10 000

　贷：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储备　　　　　　　　　 —— 10 000

套期工具自套期开始的累计利得或损失与被套期项目自套期开始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累

计变动额一致，因此将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作为现金流量套期储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确认商品的销售收入：

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1 065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1 065 000

结算商品期货合同：

借：银行存款　　　　　　　　　　　　　　　　　 35 000

　贷：套期工具 商品期货合同　　　　　　　　　 —— 35 000

将现金流量套期储备金额转出，调整主营业务收入：

借：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储备　　　　　　　　　 —— 35 0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5 000

（三）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套期

对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套期，包括对作为净投资的一部分进行会计处理的货币性项目的套期，应

当按照类似于现金流量套期会计的规定处理：

 1. 套期工具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应当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全部或部分处置境外经营时，上述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应当相应转出，计

入当期损益。

 2. 套期工具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无效套期的部分，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允许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信用风险管理活动，可以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方式计量被套期风险敞口的套期会计替代方法。

五、信用风险敞口的公允价值选择权

【例题 计算分析题】甲公司于 年 月 日与境外乙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于 年 • 2×18 11 1 2×19 1

月 日以每吨 美元的价格购入 吨铜。甲公司为规避购入铜成本的外汇风险，于当日与31 7 000 1 000

某金融机构签订一项 个月到期的外汇远期合同，约定汇率为 美元 人民币元，合同金额 3 1 =6.4 700

万美元。 年 月 日，甲公司以净额方式结算该外汇远期合同，并购入铜。2×19 1 31

假定：（ ） 年 月 日，美元对人民币 个月远期汇率为 美元 人民币元；1 2×18 12 31 1 1 =6.5

（ ） 年 月 日， 美元对人民币即期汇率为 美元 人民币元；（ ）该套期符合2 2×19 1 31 1 1 =6.55 3

运用套期会计的条件；（ ）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和远期合同的远期要素。4

要求：

（ ）若甲公司将上述套期划分为公允价值套期，分别编制 年 月 日、 年 1 2×18 11 1 2×18 12

月 日和 年 月 日有关会计分录。31 2×19 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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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甲公司将上述套期划分为现金流量套期，分别编制 年 月 日、 年 2 2×18 11 1 2×18 12

月 日和 年 月 日有关分录。31 2×19 1 31

【答案】

（ ）1

 ①2×18 年 月 日，外汇远期合同的公允价值为 ，不作账务处理，但需编制指定文档。11 1 0

 ②2×18 年 月 日，确认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12 31

外汇远期合同的公允价值 （ ） （人民币万元）= 6.5-6.4 ×700=70

借：套期工具 外汇远期合同　　　　　　　　　　　 —— 70

　贷：套期损益　　　　　　　　　　　　　　　　　　　 70

借：套期损益　　　　　　　　　　　　　　　　　　　 70

　贷：被套期项目 确定承诺　　　　　　　　　　　　 —— 70

 ③2×19 年 月 日，确认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1 31

外汇远期合同的公允价值 （ ） （人民币万元）= 6.55-6.4 ×700=105

借：套期工具 外汇远期合同　　　　　　 （ ）—— 35 105-70

　贷：套期损益　　　　　　　　　　　　　　　　　　　 35

结算外汇远期合同：

借：银行存款　　　　　　　　　　　　　　　　　　 105

　贷：套期工具 外汇远期合同　　　　　　　　　　 —— 105

确认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

借：套期损益　　　　　　　　　　　　　　　　　　　 35

　贷：被套期项目 确定承诺　　　　　　　　　　　　 —— 35

购入铜：

借：库存商品 铜　　　　　　　　　　　　　　 —— 4 585

　贷：银行存款　　　　　　　　　　　　　　　　　 4 585

将被套期项目的余额转入铜的账面价值：

借：被套期项目 确定承诺　　　　　　　　　　　 —— 105

　贷：库存商品 铜　　　　　　　　　　　　　　　 —— 105

（ ）甲公司将上述套期划分为现金流量套期。2

 ①2×18 年 月 日，外汇远期合同的公允价值为 ，不作账务处理，但需编制指定文档。11 1 0

 ②2×18 年 月 日，确认现金流量套期储备：12 31

外汇远期合同的公允价值 （ ） （人民币万元）。= 6.5-6.4 ×700=70

借：套期工具 外汇远期合同　　　　　　　　　　　 —— 70

　贷：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储备　　　　　　　　　　　 —— 70

 ③2×19 年 月 日，确认现金流量套期储备：1 31

外汇远期合同的公允价值 （ ） （人民币万元）。= 6.55-6.4 ×700=105

借：套期工具 外汇远期合同　　　　　　　　　　　 —— 35

　贷：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储备　　　　　　　　　　　 —— 35

结算外汇远期合同：

借：银行存款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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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套期工具 外汇远期合同　　　　　　　　　　 —— 105

购入铜：

借：库存商品 铜　　　　　　　　　　　　　　 —— 4 585

　贷：银行存款　　　　　　　　　　　　　　　　　 4 585

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中的套期储备转出：

借：其他综合收益 套期储备　　　　　　　　　　 —— 105

　贷：库存商品 铜　　　　　　　　　　　　　　　 —— 105

第七节　金融工具的披露

自学

本章小结

 1. 掌握金融工具的分类

 2. 掌握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划分

 3. 掌握金融工具的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和减值的会计处理

 4. 掌握金融资产转移

 5. 掌握套期会计

抱怨身处黑暗，不如提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