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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时会计处理之完善

湛忠灿（副教授）

（湖南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岳阳 414000）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规定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时会计处理不太好理解，若将其
分解为两笔简单会计分录，则分解后的会计分录含义更加清晰，而且该会计处理的思维模式可以推广至存在“估

计”和“证实”关系的很多相似经济业务中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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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及简要评析

1. 现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理论基
础。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规定是“资

产负债表日……确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按

应减记的金额，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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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记‘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本科目（公

允价值变动）”。分析可知，该规定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特

别注意：第一，计提减值损失时没有特别提及惯用的

“……减值准备”总账或者明细科目；第二，原来计入资本

公积的金额在该项金融资产尚未终止的情况下也要转

出。以下试举例分析其会计处理的现状并进行简要评析。

2. 举例分析。
例 1：甲公司于 2013年 5月 10日购入丁公司股票

2 000股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每股购入价 10元，另支
付相关税费60元。2013年6月30日，该股的收盘价为9元
（判定为暂时性下跌），2013年 12月 31日，该股的收盘价
为8元（有迹象表明将持续下跌）。
依据《指南》的规定，2013年与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相关的会计处理如下：①2013年 5月 10日购入时：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20 060；贷：银行存款20 060。
②2013年6月30日暂时性下跌时：借：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2 06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060。③2013年12月31日有迹象表明将持续下跌时：借：
资产减值损失 4 06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 060，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2 000。

3.对现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的简要评析。
（1）发生持续下跌时编制的复合会计分录导致很多

初学者难以理解。此时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一定会发生在贷方吗？其实不一定，特殊情况下发生在借

方也是可能的。即使是发生在贷方，《指南》中对此作出的

解释也表达得不够明晰，导致难以理解与记忆。

（2）《指南》中没有提到“……减值准备”总账科目甚
至是明细科目，所以与此相对应，很多教材中也没有提及

该科目，计提和转回减值准备时直接通过“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明细科目中核算，这样处理确实

没有违背《指南》的规定，但这种做法应该是学者们对《指

南》的理解不深刻甚至是误解而致。因为，所谓“指南”，理

应也仅需提供一个会计处理的指导性方向，至于在此方

向范围内该如何具体地进行会计处理，运用者可以灵活

使用和处理。

针对该分析，下文试举例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时的会计处理进行简化和完善。

二、简捷会计处理的举例分析及简要评析

1. 举例分析。沿用例1。
2013年5月10日购买时和2013年6月30日暂时性下

跌时的会计处理与上相同。

2013年 12月 31日，发生了减值迹象，简捷会计处理
的思路很简单，主要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将复合的会计

分录分解为以下两笔简单会计分录；第二是增加“减值准

备”三级明细科目。依据此思路，发生资产减值时应做的

会计处理如下：①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 2 060；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 060。②借：资
产减值损失4 06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减值准备）4 060。

2. 简要评析。
（1）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编制两笔简单

会计分录，从而使每笔会计分录都有其具体的会计含义，

能够便于初学者理解和记忆。其中所编的第一笔简单会

计分录与 6月 30日发生暂时性下跌时的分录刚好相反，
在会计含义上可以看做是对 6月 30日会计处理的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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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为 12月 31日“有迹象表明持续下跌”的事实表
明 6月 30日“暂时性下跌”的估计是错误的，所以在 12月
31日编制的会计分录是对当时“估计”全部否定。第二笔
简单会计分录可以看出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有减值

迹象时累计发生的减值损失以及为其计提的减值准备。

（2）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下建
立“减值准备”三级科目，专用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如此处理，意味着“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这一科目在不设置三级科目的情

况下专用于暂时性的减值和升值，一旦有持续下跌迹象，

则在其减值和转回时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减值准备）”三级科目进行核算。可见，增加了

这个三级科目后的主要好处有以下两点：第一，与其他资

产的减值准备计提和转回时的会计处理在形式上基本相

似，便于初学者理解和记忆；第二，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发生和转回减值损失时使会计处理更加清晰明了，特别

是在转回时不会混淆，因为有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减值准备）”三级科目后，很容易看出是否

已经转回到位了，即：一旦“减值准备”三级科目余额为

零，就说明减值损失不能再继续转回了，一目了然。

三、推广启示

1. 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升值后“突变”为减值时会
计处理的启示。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

《指南》中仅仅提及了由原来估计的暂时性下跌变为有迹

象表明将持续下跌的情况，事实上，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有时候会出现由上一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升值（无论

估计为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直接“突变”至下一个资

产负债表日的“有迹象表明将持续下跌”情况，那么“突

变”时应该如何进行会计处理？《指南》中并未直接提及，

一般的教科书中也避而不谈。因此，对于发生“突变”的情

况，其会计处理方法可以在本文的思维模式得到启示并

推导得出结论，以下试举例进行分析并简要评析。

（1）举例分析。
例2：接例 1，若2013年6月30日，该股的收盘价为12

元，2013年 12月 31日，该股的收盘价为 8元（有迹象表明
将持续下跌）。

依据《指南》的规定，2013年与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相关的会计处理如下：①2013年 5月 10日购买时的会
计处理与上相同，此处略。②2013年 6月 30日发生升值
时：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3 940；贷：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3 940。③2013年 12月31日，发
生了减值迹象（即：由“升值迹象”突变为“有迹象表明将

持续下跌”），依据上文分析，可以编制以下两笔简单会计

分录：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3 940；贷：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3 940。同时：借：资产减值损
失 8 000；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减值

准备）8 000。
（2）简要评析。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无

论在此之前是发生了“暂时性的升值”还是“暂时性的减

值”（当然这种所谓的“暂时性”都是明显的“估计”），此时

的“有迹象表明将持续下跌”就意味着得全部否定原来的

“估计”，因此，编写两笔与之相对应的会计分录显得尤为

重要。第一笔会计分录对原来累计所做的错误“估计”（无

论是估计的升值还是估计的减值）的会计处理进行更正，

此时的会计分录与累计“估计”形成的会计分录形成逻辑

上的遥相呼应；第二笔会计分录为确定累计发生减值，可

以看出，无论在之前发生了暂时性的减值还是暂时性的

升值，只要呈现出了“有迹象表明将持续下跌”的事实，第

二笔会计分录就完全相同，而且从第二笔会计分录上可

以直接看出由于持续下跌而形成的减值损失。

2. 对其他类似经济业务会计处理的升华启示。本文
所说的其他类似经济业务，是指存在“估计”与“证实”关

系的两项或者多项经济业务。此类业务的特点是，两项或

者多项业务存在内在联系，即：当表明“证实”的经济业务

发生后，则此时恰好能够证明之前所有的累计“估计”都

在得到“证实”后自然消失。对应的会计处理就是：在得到

“证实”时，先对应做一笔与累计“估计”时相反的会计分

录，然后在进行进一步的会计处理。这样的经济业务在会

计中很多，如：计提准备与资产升值，显然，计提准备是典

型的“估计”，资产升值是“证实”；再如：交易性金融资产

的公允价值变动与金融资产处置，显然，公允价值变动的

确认是一种“估计”，在处置前并未真正实现，只有在处置

时才得到事实上的“证实”，等等。类似的业务很多，本文

试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中的业务为例进行分析。

例3：甲企业所持丙公司债券，“交易性金融资产——
成本”明细账户借方余额 2 500 000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明细科目借方余额50 000元。2013年
1月15日甲公司出售了该批债券，售价为2 580 000元。不
考虑其他费用，甲公司应作如下会计处理：

第一，按照本文以上的分析，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这

一“事实”形成后，在该项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内累计

确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得以证实，因此先做一笔与之前累计“估计”

相反的会计分录，即：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50 000；贷：交
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50 000。
第二，结平“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明细科目的

余额，并且确认投资收益，会计分录如下：借：银行存款

2 580 000；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 500 000，投资
收益8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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