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历年考情概况

本章以主观题和客观题的形式同时进行考查，客观题的考点是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后续计量、列报项目、

判断是否构成终止经营；主观题的考点是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转售、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和终止经营等

会计核算方法。

第一节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一、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原则

（一）相关概念

企业主要通过出售而非持续使用一项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收回其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处置组，是指在一项交易中作为整体通过出售或其他方式一并处置的一组资产，以及在该交易中转让的与这

些资产直接相关的负债。

（二）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满足条件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可立即出售

根据类似交易中出售此类资产或处置组的惯例，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 （是否符合惯例）

为满足该条件，企业应当具有在当前状态下出售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意图和能力。 （是否说走就走）

【例 19-1】企业 G 在 X 市区繁华地段拥有一栋办公大楼，企业的主要业务部门均在该大楼内办公。由于发

展战略发生改变，企业 G 计划整体搬迁至 Y 市。企业 G 与企业 H 签订了办公大楼转让合同，附带约定条

款。

情形一：企业 G 将在腾空办公大楼后将其交付给企业 H，且腾空办公大楼所需时间是正常且符合交易惯例的。

【解析】情形一，在出售建筑物前将其腾空属于出售此类资产的惯例，且腾空只占用常规所需时间，因此，

即使企业 G 的办公大楼当前尚未腾空，也并不影响其满足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的条件。

情形二：企业 G 将在 Y 市兴建的新办公大楼竣工前继续使用现有办公大楼，竣工后将 X 市大楼交付企业 H。

【解析】情形二，“在 Y 市兴建的新办公大楼竣工前继续使用现有办公大楼”的条件不属于类似交易中出售

此类资产的惯例，使得办公大楼在当前状况下不能立即出售，在新大楼竣工前企业 G 虽然已取得确定的购买

承诺，办公大楼仍然不符合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例 19-2】由于企业 F 经营范围发生改变，企业计划将生产 D 产品的全套生产线出售， 企业 F 尚有一批

积压的未完成客户订单。

情形一：企业 F 决定在出售生产线的同时，将尚未完成的客户订单一并移交给买方。

【解析】情形一，由于在出售日移交未完成客户订单不会影响对该生产线的转让时间，可以认为该生产线符

合了在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出售的条件。

情形二：企业 F 决定在完成所积压的客户订单后再将生产线转让给买方。

【解析】情形二，由于生产线在完成积压订单后方可出售，在完成所有积压的客户订单前， 该生产线在当前

状态下不能立即出售，不符合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条件。

2.出售极可能发生。

出售极可能发生，即企业已经就一项出售计划作出决议且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预计出售将在一年内完成。

有关规定要求企业相关权力机构或者监管部门批准后方可出售的，应当已经获得批准。

（三）延长一年期限的例外条款

有些情况下，由于发生一些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可能导致出售未能在一年内完成。如果涉及的出售不是关

联方交易，且有充分证据表明企业仍然承诺出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允许放松一年期限条件， 企业可以继

续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企业无法控制的原因包括：

1.意外设定条件。



买方或其他方意外设定导致出售延期的条件，企业针对这些条件已经及时采取行动，且预计能够自设定导致

出售延期的条件起一年内顺利化解延期因素。

【例 19-3】企业 E 计划将整套钢铁生产厂房和设备出售给企业 F，E 和 F 不存在关联关系，双方已于 2021

年 9 月 16 日签订了转让合同。因该厂区的污水排放系统存在缺陷，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情形一：企业 E 不知晓土地污染情况，2021 年 11 月 6 日，企业 F 在对生产厂房和设备进行检查过程中

发现污染，并要求企业 E 进行补救。企业 E 立即着手采取措施，预计至 2022 年 10 月底环境污染问题能够

得到成功整治。

【解析】情形一，在签订转让合同前，买卖双方并不知晓影响交易进度的环境污染问题， 属于符合延长一年

期限的例外事项，在 2021 年 11 月 6 日发现延期事项后，企业 E 预计将在一年内消除延期因素，因此仍

然可以将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二：企业 E 知晓土地污染情况，在转让合同中附带条款，承诺将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开展污染清除

工作，清除工作预计将持续 8 个月。

【解析】情形二，虽然买卖双方已经签订协议，但在污染得到整治前，该处置组在当前状态下不可立即出售，

不符合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条件。

情形三：企业 E 知晓土地污染情况，在协议中标明企业 E 不承担清除污染义务，并在确定转让价格时考虑

了该污染因素，预计转让将于 9 个月内完成。

【解析】情形三，由于卖方不承担清除污染义务，转让价格已将污染因素考虑在内，该处置组于协议签署日

即符合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条件。

2.发生罕见情况。

这里的“罕见情况”主要指因不可抗力引发的情况、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等不可控情况。如果企业针

对这些新情况在最初一年内已经采取必要措施，而且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重新满足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

条件，那么即使原定的出售计划无法在最初一年内完成，企业仍然可以维持原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

【例 19-4】企业 A 拟将一栋原自用的写字楼转让，于 2007 年 12 月 6 日与企业 B 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

预计将于 10 个月内完成转让，假定该写字楼于签订协议当日符合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条件。2008 年发生

全球金融危机，市场状况迅速恶化，房地产价格大跌，企业 B 认为原协议价格过高，决定放弃购买，并于 2008

年 9 月 22 日按照协议约定缴纳了违约金。企业 A 决定在考虑市场状况变化的基础上降低写字楼售价并积极

开展市场营销，于 2008 年 12 月 1 日与企业 C 重新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预计将于 9 个月内完成转让，

A 和 B 不存在关联关系。

【解析】企业 A 与企业 B 之间的房产转让交易未能在一年内完成，原因是发生市场恶化、买方违约的罕见

事件。在将写字楼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最初一年内，企业 A 已经重新签署转让协议，并预计将在 2008 年

12 月 1 日开始的一年内完成，使写字楼重新符合了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因此，企业 A 仍然可以将该

资产继续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