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二、某些特定持有待售类别分类的具体应用

（一）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对于企业专为转售而新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如果在取得日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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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很可能满足划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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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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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权，应当在拟出售的对子公司投资满 足持有

待售类别划分条件时，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合并财务报表中会计处理方法见下例。

【例题】甲公司为母公司，其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包括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公司、E 公司、

F 公司，甲公司拟出售其持有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假设拟出售的股权符合持有待售类别的划分条件。

要求：分别说明各种情形在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如果涉及）中的会计处理思路。

（1）情形一：甲公司拥有子公司 A 公司 100％的股份，拟出售全部股权。

【答案】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子公司 A 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 A 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即将子公司全部资产在持有待售资

产项目列报，全部负债在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报。

个别报表中的分录：

借：持有待售资产

贷：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合并工作底稿中的调整分录：

借：持有待售资产

贷：存货、应收账款、固定资产等等

借：应付账款、长期借款等等

贷：持有待售负债

（2）情形二：甲公司拥有子公司 B 公司 100％的股权，拟出售 55％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

权，但仍对其具有重大影响。

【答案】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子公司 B 公司全部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 B 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即将子公司全部资产在持有待售资

产项目列报，全部负债在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报。

分录格式同（1）。

（3）情形三：甲公司拥有子公司 C 公司 100％的股权，拟出售 25％的股权，仍然拥有对该子公司的控制权。

【答案】由于甲公司仍然拥有对子公司 C 公司的控制权，该长期股权投资并不是“主要通过出售而非持续使

用以收回其账面价值”的，因此不应当将拟处置的部分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4）情形四：甲公司拥有子公司 D 公司 55％的股权，拟出售 6％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该子公司的控制

权，但仍对其具有重大影响。

【答案】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子公司 D 公司 55％的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合并财务报

表中将子公司 D 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即将子公司全部资产在持有待售资产项目列报，

全部负债在持有待售负债项目列报。

分录格式同（1）。

（5）情形五：甲公司拥有联营企业 E 公司 35％的股权，拟出售 30％的股权，甲公司持有剩余的 5％的股

权，且对被投资方 E 公司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答案】甲公司应将拟出售 E 公司的 30％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不再按权益法核算，剩余 5％的股权

在前述 30％的股权处置前，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在前述 30％ 的股权处置后，应当按照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不涉及合并报表的问题，个别报表中的分录：



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时：

借：持有待售资产

贷：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30%/35%]

上述 30%股权投资处置后，剩下 5% 的股权转为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贷：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或借记］

借：其他综合收益［或贷记］

资本公积［或贷记］

贷：投资收益/留存收益［或借记］

（6）情形六：甲公司拥有合营企业 F 公司 50％的股权，拟出售 35％的股权，甲公司持有剩余的 15％的股

权，且对被投资方 F 公司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答案】将拟出售 F 公司的 35％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不再按权益法核算，剩余 15％的股权在前述 35％

的股权处置前，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在前述 35％的股权处置后，应当按照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

则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分录格式同（5）。

（三）拟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结束使用，且企业并不会将其出售，或仅获取其残值，其账面价值

并非主要通过出售收回，企业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例 19-6】某纺织企业 H 拥有一条生产某类布料的生产线，由于市场需求变化，该类布料的销量锐减，企业

H 决定暂停该生产线的生产，但仍然对其进行定期维护，待市场转好时重启生产。

【解析】由于生产线属于暂停使用，企业 H 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