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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本准则修订的必要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主要规范金融

资产转移是否应当终止确认以及终止确认的相关会计处理，能够

终止确认的金融资产将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转销，即金融资产

“出表”，是投资者和监管部门等会计信息使用者关注的重点之

一。 

自 2006 年《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发布

以来，我国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资产转

移的常见模式在近年来得到了较快发展。根据《2015 年中国资

产证券化报告》的统计，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自 2014 年起呈现

爆发式增长，市场规模较 2013 年末扩大了 15 倍。2015 年，我

国共发行 1386 只资产证券化产品，总金额 5930.39 亿元，较 2014

年增长 79%。截至 2015 年末，资产证券化市场存量为 7178.89

亿元，同比增长 128%。 

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资产证券化作为激活存量

资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重要工具，是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转

型发展的重要选择，尤其在中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

杆”过程中，资产证券化还成为不良资产处置的一种方式。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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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显著提

高直接融资比重 优化金融结构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扩大信

贷资产证券化规模，发展企业资产证券化，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

券化试点”。2016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基础设施等

资产证券化”作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我国人

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也先后出台了资产证券化方

面的相关配套措施和政策。 

为了及时、有效地对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资产转移创新业务进

行会计处理，如实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防范和控制金

融风险，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

同，我们对现行金融资产转移准则进行了修订，起草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征求意见稿）。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相对于现行准则，征求意见稿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进一步明晰金融资产转移及其终止确认的判断原则 

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准则的可操作性，此次修订在维持金融资

产转移及其终止确认判断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对相关判断标准、过

程及会计处理进行了梳理，突出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判断流程，

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一般原则、金融资产转移的具体情形及其

终止确认、金融资产转移是否导致终止确认的三种结果及其会计

处理等方面对企业金融资产转移业务进行会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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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一步满足金融资产转移创新业务的实际需要 

为了切实解决我国企业金融资产转移创新实务中的问题，此

次修订对相关实务问题提供了更加详细的指引，增加了继续涉入

情况下相关负债计量的相关规定，并对此情况下企业判断是否继

续控制被转移资产提供更多指引，对不满足终止确认条件情况下

转入方的会计处理和可能产生的对同一权利或义务的重复确认

等问题进行了明确。 

（三）进一步反映金融工具分类和计量的最新变化对本准则

的影响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

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进行了调整，从而对本准则产生影响：一

是对于分类为以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中

的债务工具，在确定资产转移损益时，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计金额应予转回；二是对于继续涉入情况下金融资产发生重分类

时，相关负债的计量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三、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 

关于本征求意见稿，我们拟重点就以下问题听取意见和建

议： 

（一）关于结构调整 

问题 1：征求意见稿对现行金融资产转移准则的章节结构进

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些调整后的架构是否更便于理解、更易

操作？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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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新增的会计处理规定 

问题 2：征求意见稿中新增有关继续涉入及不满足终止确认

情形下金融资产转移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这些规定是否恰当？

能否满足金融资产转移会计实务工作的需要？为什么？ 

（三）关于衔接规定 

问题 3：对于在本准则施行日企业继续涉入的金融资产，征

求意见稿的衔接规定要求进行追溯调整。衔接规定是否恰当？为

什么？ 

（四）关于金融资产终止确认的方法 

问题 4：征求意见稿沿用了现行金融资产转移准则中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的方法，即主要以风险和报酬转移程度以及是否保留

对被转移资产的控制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应当终止确认所转移金

融资产或继续涉入被转移金融资产。请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分析

是否有其他更好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原则方法或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