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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中止经营

【考点】某些特定持有待售类别分类的具体应用

1.企业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在取得日满足“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的规定条件，且短期（通常为 3 个月）内很可能满足持有待售类

别的其他条件，企业应当在取得日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2.持有待售的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因出售对子公司的投资等原因导致其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的，无论出售后企业是否保留部分权益性投资，

应当在拟出售对子公司投资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时，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对子公司投资整体划

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提示】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全部或部分分类为持有待售资产的，应当停止权益法核算；对

于未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剩余权益性投资，应当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的那部分权益性投资出售前继续采用权

益法进行会计处理。

3.拟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企业不应当将拟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考点】 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

（一）划分为持有待

售类别前的计量

企业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首次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应当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

计量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二）划分为持有待

售类别时的计量

1.将原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

企业初始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其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

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将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减记的金

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出售费用是企业发生的可以直接归属于出售资产或处置组的增量费用，出售费用直接

由出售引起，并且是企业进行出售所必需的，如果企业不出售资产或处置组，该费用

将不会产生。

出售费用包括为出售发生的特定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也包括相关的消费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等，但不包括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有些情况下，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可能为负值，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

处置组中资产的账面价值应当以减记至零为限。是否需要确认相关预计负债，应当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1）将各类资产的账面价值转入持有待售资产（以固定资产为例）

借：持有待售资产

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贷：固定资产

（2）将负债的账面价值转入持有待售负债（以应付账款为例）

借：应付账款

贷：持有待售负债

（3）比较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①如果其账面价值小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企业不需要对账面价值进



行调整。

②如果账面价值大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

借：资产减值损失

贷：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三）划分为持有待

售类别后的计量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的后续计量

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不应计提折旧或摊销。

2.持有待售的处置组的后续计量

对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如果该处置组包含商誉，应当先抵

减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处置组中适用本章计量规定的各项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所

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账面价值。

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持有待售的处置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增加的，以前减

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

产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内转回，转回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提示 1】已抵减的商誉账面价值，以及适用本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

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提示 2】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不应计提折旧或摊销，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负债的利息和其他

费用应当继续予以确认。

（四）终止确认
企业终止确认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应当将尚未确认的利得或损失计入

当期损益。

【考点】持有待售类别的列报

持有待售资产和负债不应当相互抵销。“持有待售资产”和“持有待售负债”应当分别作为流动资产和流动负

债列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