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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历年考情概况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在往年考试中也偶有涉及，只是

分散于固定资产等章节，所占分值较少。随着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

则的颁布和施行，教材将这部分内容独立为一章，因此这部分内容在考试中的重要程度有所

提升，既可能单独出客观题，也可能与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或企业合并等章节的内容相

结合出现在主观题中。

序号 考点 考频

考点一 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 ★★

考点二 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 ★★★★

考点三 终止经营 ★★

考点一

2020《会计》高频考点：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会计》高频考点：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本考点属于《会计》

第二十五章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第一节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

组的内容。

【内容导航】

1.持有待售类别的范畴

2.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原则

3.不再继续符合划分条件的处理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

1.持有待售类别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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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下列资产不能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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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2）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计量的生物资产；

（3）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

（4）递延所得税资产；

（5）适用金融工具相关准则的金融资产；

（6）由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规范的保险合同所产生的权利等。

2.持有待售类别的分类原则

企业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一般应认定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

（1）可立即出售，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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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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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不再继续符合划分条件的处理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不再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企业不应当继续将

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部分资产或负债从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移除后，处置组中剩余资产

或负债新组成的处置组仍然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企业应当将新组成的处置组划分

为持有待售类别，否则应当将满足持有待售类别划分条件的非流动资产单独划分为持有待售

类别。

考点二

2020《会计》高频考点：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会计》高频考点：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本考点属于《会计》

第二十五章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第一节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

组的内容。

【内容导航】

1.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时的计量

2.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的计量

【考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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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

1.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时的计量

（1）对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企业在初始计量时，应当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计量流动资产、适用其他准则计量规定

的非流动资产和负债。

①如果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整体的账面价值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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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账面价值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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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的有关规定确定非流动资产

或处置组的公允价值。

（2）对于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对于取得日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企业应当在初始计量时比较假

定其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和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以两

者孰低计量。

按照上述原则，在合并报表中，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新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

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计量；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合并中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应当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

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孰低计量。

除企业合并中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外，由以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作为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初始计量金额而产生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借：持有待售资产【孰低计量】

资产减值损失

贷：银行存款

2.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后的计量

（1）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中的非流动资产不应计提折旧或摊销。但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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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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后续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在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如果其

账面价值高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的，应按照两者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

（3）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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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内

转回，转回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相关会计分录为：

借：持有待售资产减值准备

贷：资产减值损失

提示：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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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内转回，转

回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损失）。已抵减的商誉账面价值以及上述非流动资产在划分

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

考点三

2020《会计》高频考点：终止经营

我们一起来学习 2020《会计》高频考点：终止经营。本考点属于《会计》第二十五章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第二节终止经营的内容。

【内容导航】

1.终止经营的认定条件

2.终止经营的列报

【考频分析】

考频：★★

复习程度：掌握本考点。

【高频考点】终止经营

1.终止经营的认定条件

终止经营是指企业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且该组成部分已经

处置或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①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②该组成部分是拟

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单独的主要经营地区进行处置的一项相关联计划的一部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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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成部分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2.终止经营的列报

企业应当在利润表中分别列示持续经营损益和终止经营损益。下列不符合终止经营定义

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所产生的相关损益，应当在利润表中作为持续经营损益列

报：

（1）企业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时，因

账面价值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而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2）后续资产负债表日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

额增加，因恢复以前减记的金额而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3）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处置损益。

终止经营的相关损益应当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列报的终止经营损益应当包含整个报

告期间，而不仅包含认定为终止经营后的报告期间。

相关损益具体包括：

（1）终止经营的经营活动损益，如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收入、相关成本和费用等。

（2）企业初始计量或在资产负债表日重新计量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持有待售的处置组

时，因账面价值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而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3）后续资产负债表日符合终止经营定义的持有待售处置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

后的净额增加，因恢复以前减记的金额而转回的资产减值损失。

（4）终止经营的处置损益。

（5）终止经营处置损益的调整金额可能引起调整的情形包括：最终确定处置条款，如

与买方商定交易价格调整额和补偿金；消除与处置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如确定卖方保留的环

保义务或产品质量保证义务；履行与处置相关的职工薪酬支付义务等。

企业在处置终止经营的过程中可能附带产生一些增量费用，如果不进行该项处置就不会

产生这些费用，企业应当将这些增量费用作为终止经营损益列报。

查看更多注会考试政策，请进入中华会计网校注册会计师考试栏目进行查看>>

http://www.chinaacc.com/zhucekuaiji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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