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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财税处理思考

【摘要】本文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明细账的设置提出了改进建议，站在“理性”和“折衷”的角度对债权性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的后续计量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该资产所得税处理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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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的科目设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持有意图不明确的金融资产，其核

算兼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的特点。因此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科目下设置了四个明细科目，即“成

本”、“应计利息”、“利息调整”、“公允价值变动”。如果该金融

资产购入时属于股权性质，则初始直接费用记入“成本”明细

科目中；如果属于债权性质，则初始直接费用体现在“利息调

整”明细科目中，而“成本”明细只反映该债券的面值。

笔者认为，购入的债券无论是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还

是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持有，“成本”这个明细科目都不具有

可理解性，因为“成本”是取得资财的代价，而两者的初始直接

费用作为取得它们的代价根本没有计入成本中。因此，笔者认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设置五个明细科目比较合理，即“成

本”、“公允价值变动”、“面值”、“应计利息”、“利息调整”。前两

个用来核算股权性质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后四个用来核算

债权性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此类推，“持有至到期投资”的

三个明细科目由“成本”、“应计利息”、“利息调整”调整为“面

值”、“应计利息”、“利息调整”较为妥当。

二、债权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1. 如果公允价值不发生变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以

公允价值计量。如果可供出售的债权性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一直相同，其后续计量原理与持有至到

期投资后续计量的原理相同：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实务中，以“摊余成本”对资产进行后续计量一直是一个

难点，原因在于内含报酬率的确定有一定难度，“摊余成本”的

本质也不易把握。

例 1：2010 年 1 月 1 日，甲公司支付 1 000 万元（含 5

万元交易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乙公司 5年期债券，面值

1 250万元，票面利率为 4.72%，按年支付利息（即每年支付 59

万元），本金最后一次支付。企业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实务中，首先要计算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实际收益率。

虽然将其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但是在计算实际收益率

时却假定将其持有至到期。可见，会计核算离不开“假设”。以

内插法计算得到，本例中的实际收益率为 10%。该实际收益率

高于 5.9%很好理解：如果该债券被持有至到期，实际利率是

5.9%，则每年收回全部利息之后，最后一年只能收回 1 000万

元的本金，可是最后一年却能收回 1 250万元。实际利率将资

产的价值和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联系起来：资产的价值实际

上就是该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若实际利率为 0，则资产

的账面价值应该等于未来的现金流量之和。大多数资产之所

以以历史成本入账，除因为历史成本具有可验证性之外，还基

于一种谨慎性的假设：在未来实际收益率为 0的情况下，资产

能收回成本。当预计未来收益率为负值的时候，资产就要被计

提减值准备了。

实际收益率计算完以后，在进行账务处理时应始终基于

一种“理性”的假设：利息收入当期收不回的部分要作为下期

计算利息收入的本金。

上例中，第一年的利息收入=1 000伊10%越100（万元），现

金流入=1 250伊4.72%=59（万元），则未收回的利息收入=100-

59=41（万元）。那么，第二年计算利息时，本金就变成了 1 041

万元，而这 1 041万元便是该金融资产在第一年年末的摊余

成本。在不发生减值的情况下，这 1 041万元便是以后各期现

金流量在实际收益率为 10%时的第一年年末的现值。为了方

便日常核算，可以将这样的过程列示在下表中：

2. 如果公允价值发生变化。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

公允价值发生了变动，则公允价值变动要记入“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账户中。该资本公积不能用于转增资本，原因

在于因公允价值变动增加的资产价值没有真正被实现，未来

年份

2010年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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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期初摊余成本渊a冤

1 000

1 041

1 086

1 136

1 191

实际利息渊b冤
渊按10%计算冤

100

104

109

114

118

现金流入渊c冤

59

59

59

59

1 309

期末摊余成本
渊a+b-c冤

1 041

1 086

1 136

1 191

0

单位院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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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实现以及能实现多少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账务处理符合全面收益观的

理念，是一种折衷的做法：既不放弃实现原则，又能反映价值

变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如果是债权性的，期末确认公允价值

变动之前，先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确认利息收入，这也是一

种折衷的做法。

例 2：假定例 1 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0年、2011 年

和2012年年末的公允价值分别为 1 200万元、1 300 万元和

1 100万元。

根据上表，2010年公允价值变动=1 200-1 041=159（万

元），而不是 200万元，因为 41万元的资产价值已经实现，或

者说该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税法对这部分价值是承认的；2011

年确认公允价值变动之前的账面价值=1 086+159=1 245（万

元），则 2011年公允价值变动=1 300-1 245=55（万元），而不

是 100 万元；2012 年确定公允价值变动之前的账面价值=

1136+（159+55）=1350（万元），则 2012年公允价值变动=1100-

1 350=-250（万元），而不是-200万元。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中所得税的处理思路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

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所以必须从资产负债表观出发来考虑

所得税的处理问题，否则对所得税不产生任何影响。

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余额由正值变

到负值，在所得税处理过程中如果将其看成两个过程，问题便

会迎刃而解：先回归，再下降。同理，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余额由负值变到正值，在所得税处理过

程中也应看成两个过程：先回归，再上升。

例 2中，假定该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则 2010

年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1 200-1 041）伊25%越39.75（万

元）；2011年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1 300-1 086）-159］

伊25%越13.75（万元）。2011年年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科目的借方余额=1 300-1 086=214（万元），递延

所得税负债的贷方余额=39.75+13.75=53.50（万元）。2012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出现了 250万元

的贷方发生额，可以将这样的过程看成“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科目的余额由借方 214万元回归到 0，

再由 0下降 36万元，则 2012年应转回 53.50万元“延所得税

负债”，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36伊25%越9（万元）。

如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属于股权性质，公允价值变动引

起的所得税问题处理道理同此，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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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项目计算

【摘要】经营活动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以下简称‘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项目，与因销售商品确认的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收账款”、“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等科目密切相关，本文通过

工作底稿法和分析填列法分析研究经营活动中“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这个复杂项目的编制问题。

【关键词】现金流量表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视同销售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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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运用工作底稿法分析“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项目的

计算

1. 销售退回支付的现金。销售退回支付的现金，虽然货币

资金结算上是支出现金，但其实是“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项

目即现金流入的减少，因而不能误作现金流出处理，否则就会

虚增现金流入与流出。

2. 视同销售但未涉及现金的情况。

（1）自产产品用于捐赠、赞助。企业将自产产品用于捐赠、

赞助等用途的，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虽然该存货的所有

权已转移至企业外部，发生了所有权变化，但因没有经济利益

流入企业，不符合收入确认的条件，因而会计上不作销售处理。

企业将存货用于捐赠、赞助等用途虽未确认营业收入，但

核算了增值税销项税额，即在调整营业收入时将存货用于捐

赠、赞助等用途增加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记入了“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项目，但因该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未取得现金，为此

应冲减“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项目。

（2）自产产品用于不动产建造或者无形资产研发等非增

值税应税项目。这种行为属于增值税视同销售行为，由于自产

产品在同一会计主体内部转移，会计上不作销售处理。

企业将存货用于不动产建造或者无形资产研发虽未确认

营业收入，但核算了增值税销项税额，即在调整营业收入时将

存货用于不动产建造或者无形资产研发增加的增值税销项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