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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IFRS9 下银行金融资产如何重分类？ 

增持(维持) 

投资要点 

 IFRS9 的主要变动：金融资产重分类+减值模型调整：金融危机推动

国际会计准则在三个方面进行修改：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减值模

型的调整以及套期会计的修订。最早可从 A+H 上市银行的 18 年中报

中看到详细数据。对银行报表的影响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1）金融资

产重分类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增多，报表

业绩的波动性或将加大；2）在资产质量稳定的前提下，减值模型的调

整及计提基数变大，将使银行拨备计提力度增加，拨备覆盖率提升。 

 

 重分类的标准：合同现金流测试+业务模式分析：重分类主要分为两

步：1）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测试：判断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是否仅为本

金+利息。若非本金+利息（如股权类投资、债券基金、货币基金等），

或者由于底层资产无法“穿透”而无法判断（如非标投资中多层嵌套

的他行理财），将直接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

产（FV-PL），其他资产进入第二步；2）业务模式分析：新准则下分

为三种业务模式：收取合同现金流而持有、双重目的（持有时收回还

本付息的现金流，不排除会中途出售）以及其他模式，分别对应以摊

余成本计量的资产（A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资产（FV-OCI）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FV-

PL）。如票据资产，需根据交易量和活跃程度进行重分类。值得注意

的是，股权类投资（尤其是非上市企业股权）若分类至 FV-OCI，一经

确认，不可撤销，公允价值变动将永远不影响损益表。 

 

 重分类后报表变化：非标、可供出售类资产变动较大。以招行为例，

1）贷款及垫款（占总资产 55.8%）：其中票据资产预计将从“客户贷

款及垫款”科目中剥离出来，根据业务模式重新分类；2）应收款项类

投资（占总资产 9.3%）：票据根据业务模式分入三类资产；理财产品

与货币基金预计计入 FV-PL 中；3）持有至到期（占总资产 8.1%）：

预计依旧以摊余成本计量。4）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 0.8%）：

除股权类投资外，计入FV-PL；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 6.4%）：

债券投资依旧计入 FV-OCI，但是基金将重分类至 FV-PL，股权投资

有一定选择权。 

  

 重分类对银行的影响：业绩波动性或加大。以招行为例，1）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资产（AC）规模预计减少；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进入

当期损益的资产（FV-PL）将增多；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进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资产（FV-OCI）增减不能确定。新准则下，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或将使得报表的业绩波动

性加大。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下滑，金融监管力度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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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FRS9 切换后的银行报表：金融资产重分类+减值模型调整 

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银行业坏账迅速增加，在原有拨备不足的情况下（2000

年以来，美国银行业拨贷比一度下降至 1.04%（25 家上市银行平均）），信用风险迅

速传导至流动性风险。在旧准则下，金融资产记账主要有两个缺陷：1）对金融资产

的分类较为复杂且主观性强，影响金融工具会计信息的可比性；2）金融资产减值计

提仅考虑已发生损失，银行业资产质量呈现“顺周期”特征，经济下行时出现拨备

不足的问题。 

新准则下的内容修订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减值模型以

及套期会计的修订。因为银行较少使用套期会计，所以影响银行的主要为前两个方

面。此外，新准则的修订主要针对银行的资产端，负债端未有实质影响。 

对于 A+H 股上市的银行（国有五大行、招行、中信、光大、民生）准则实施时

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A 股上市银行实施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1 日。因此新准则编

制下，银行最早披露的报表将为 2018 年一季报，而具体数据将于 2018 年中报才有

所体现。 

1、 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 

旧准则下，金融资产按照持有目的、自身特征以及所属市场环境等，划分为交

易性、可供出售、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贷款与应收款项类投资四大类，分别对应

不同的会计计量方法。 

新准则下，按照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测试的不同结果，金融资产将分为以摊

余成本计量（简称：A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简称：FV-OCI）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简称：FV-PL）三大类。相比旧准则，新

准则简化了分类，且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以及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图表 1：旧准则下金融资产分类流程  图表 2：新准则下金融资产分类流程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2006 年版），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2017 年版）,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金融资产

Step 1：

合同现金流测试

Step 2：

业务模式分析

以摊余成本计
量的金融资产

（AC）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FV-PL）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

（FV-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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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值模型调整 

新准则下减值模型的变化主要有两点：1）从“已发生损失法”转变为“预期损

失法”；2）采用三阶段模型计提减值准备。金融工具基于信用风险是否显著增加将

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计提 12 个月以内的预期信用损失，二三阶段计提

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损失。 

修改减值模型对拨备计提的影响：在资产质量稳定的情况下，银行整体拨备计

提或将加大，拨备覆盖率有望提升。主要由于：1）计提范围扩大；2）提前确认损

失。需要注意的是：首次会计准则切换时，减值模型切换带来的计提变化将直接计

入净资产，不影响当期损益。 

相比旧准则，新准则不仅要考虑已发生损失，还要考虑未来预期可能发生的损

失，因此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去周期化”。若银行对于预期损失的判断较为准确合

理，现阶段拨备计提水平将可覆盖未来预期损失，理论上未来经济的波动对银行拨

备计提影响有限。 

 

2. 重分类的标准：合同现金流测试+业务模式分析 

 

图表 3：新准则下金融资产重分类具体流程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版），东

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注*：部分资产划分为 FV-OCI 后可重分类至 FV-PL，且出售后收益计入当期损

益。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股权类投资（尤其是非上市企业股权）重分类至 FV-

OCI 后，一经确认，不可撤销，即不可再重分类至 FV-PL，且公允价值变动永

远不影响损益表（出售后收益直接计入权益表，不计入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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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进行合同现金流测试 

进行测试时，将结合金融资产的合同细则以及实际业务形式，判断金融资产的

合同现金流量是否仅为本金和利息（利息须是与其相关的信用风险、以及其他基本

借贷风险、成本和利润的对价。例如可转债，虽然也能收到利息与本金，但由于包

含转股权，其利息收入实际低于其信用风险的对价，所以现金流不仅仅是本金与利

息还包括了一定权益的成分，因此不能通过合同现金流测试）。 

若 1）不能通过测试（常见的如股权类投资、债券基金、货币基金、含权债券），

应当直接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FV-PL）；2）能通过

测试，则进入第二步，根据业务模式进一步分类。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合同现金流

测试的时候需要穿透至底层资产。如果金融工具的底层资产不明确导致无法穿透，

将被动地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FV-PL）。 

 

案例 1：非标资产（应收款项类投资） 

从上市银行 17 年三季报来看，应收款项类投资规模共计 9.42 万亿元，占总资

产的 6.44%，主要涵盖资管计划、信托产品、理财产品等。该类产品主要为浮动收

益型或预期收益型产品，因此不能简单看成债权类产品。新准则要求按照底层资产

去判断和分析。 

1）若底层资产的合同现金流不是“本金+利息”，如高速公路的收费权、房地产

收益权等，将被分类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FV-PL）。 

2）对于多重嵌套的资产，若底层资产无法穿透，比如他行理财，无法得知现金

流特征，更无法判断是否为本金+利息，将“被动”分类到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类的资产（FV-PL）。 

3）其他资产：即底层资产能够穿透，且能够通过合同现金流测试，例如国债、

政府债、类信贷等进入第二步，通过具体业务模式进一步分类。 

 

案例 2：结构化产品，如 ABS 

结构化产品的现金流测试依旧遵循“穿透原则”，但同时要结合对产品不同分

级本身的合同现金流特征来判断。总共分为三步：1）该分级自身是否能够通过合同

现金流测试（是否除了本金+利息外还有其他权益收入）；2）底层资产是否通过合

同现金流测试（“穿透”到底层资产，例如贷款即可通过测试）；3）该分级的信用风

险是否小于或等于底层基础资产信用风险（例如“劣后级”资产不能通过测试）。 

只有上述三步全部满足的资产才能通过测试进入业务模式分析，否则将被分类

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FV-PL）。（例如，若购买的为

优先级资产，底层资产为贷款时，则计入 AC；若购买的为“劣后级”资产，则直

接计入 FV-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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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结构化产品合同现金流测试流程   图表 5：结构化产品分类举例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2017 年版），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2017 年版），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第二步：业务模式分析 

新准则下金融资产将分为三种业务模式：1）为收取合同现金流而持有：资产

持有至到期，收回来的是债务人还本付息的现金流（类似于持有至到期资产）。2）

双重目的：持有时收回还本付息的现金流，不排除会中途出售。3）其他。三类业务

模式分别对应以摊余成本计量的资产（AC）、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资产（FV-OCI）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FV-PL）。业

务模式分析的范围包括债券、票据、央票等资产，重分类后对某些资产计量影响较

大。 

 

案例 3：票据 

当前准则下票据资产一般与贷款计入同一科目下，会计上按摊余成本核算。但

是在新准则下则需根据票据的不同业务模式来进行分类，这取决于票据的交易量和

活跃程度。具体来看： 

1）如果持有票据获取本金利息，以摊余成本法计量（AC）； 

2）如果银行转贴业务比较频繁，将计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资产（FV-OCI）； 

3）如果交易更加活跃频繁，如短期套利，当日购入买次日卖出这种情形，将计

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FV-PL）。 

 

 

第三步：该分级的信用风险是否小于等于
底层基础资产信用风险

第二步：底层资产是否通过合同现金流测
试（“穿透”至底层）

第一步：该分级自身是否能够通过合同现
金流测试

层级判断

底层资产
是什么？

FV-PL

如“优先级”资
产，且底层资产
为股权类投资

FV-OCI

如“优先级”资产，
底层资产为债券，且
该资产持有到期但不

排除中途出售

AC

如“优先级”
资产，且底层
资产为贷款

FV-PL

如“劣后
级”资产

劣后级 优先级 



 

 8 / 14 

 
 

 
 

 

东吴证券研究所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Table_Yemei] 行业专题报告 
 

 

 

3. 招商银行报表重分类：非标、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变动较大 

根据分类准则，权益、债务工具以及衍生品的可能分类结果如下： 

1）债务工具：在新准则下根据业务模式可能计入三分类。 

2）权益投资：可计入 FV-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类）和 FV-

OCI（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其他综合收益（不可重分类））。 

3）衍生工具：新旧准则分类核算办法一致，计入 FV-PL（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类） 

 

图表 6：金融工具分类可能性汇总 

  类别  

资产   
摊余成本 

FV-OCI* 

（可重分类至 FV-PL） 
FV-PL 

FV-OCI** 

（不可重分类至 FV-PL） 

债务工具 √ 
√ 

（如可供出售的国债） 
√ × 

权益工具 × × 
√ 

（如货币基金） 

√ 

（如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衍生工具 × × √（如外汇类衍生工具） × 

 

资料来源：《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版），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以招商银行 17 年中报为例，我们将对其现行准则下贷款及垫款、应收款项类

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根据新准则的分类

标准逐一拆分至具体资产，模拟重分类的过程。 

从 17 年中报看，招商银行的贷款占总资产比重为 55.8%，应收款项类投资和

持有至到期投资，分别占总资产的 9.2%和 8.1%。这三类资产在旧准则下均以摊余

成本法计量，不受公允价值变动的影响。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 6.4%）在

旧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但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出售后计入投资收

益。交易性金融资产仅占 0.8%，旧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的变动都计入

损益表，影响当期利润。 

实施新准则后，应收款项类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原则上

将被拆分，重分类至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科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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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招商银行 17 年中报的金融资产科目 

旧准则下科目 余额(亿元) 占总资产的比重 会计计量准则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35399 55.79% 

摊余成本法计量 

票据贴现 1540 2.43% 

贷款及垫款（去除贴现） 33860 53.37% 

应收款项类投资 5867 9.25% 

债权投资 185 0.29% 

货币基金 35 0.06% 

票据 2585 4.07% 

理财 210 0.33% 

贷款 2838 4.47% 

同业存款 13 0.02% 

持有至到期投资 5162 8.14%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0 0.83% 

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处置后收益计入利润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47 6.38% 
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处置收益计入利润表 

债券投资 3584 5.65% 

股权投资 36 0.06% 

基金类 428 0.67% 

资产总额 63449 100.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半年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此处各科目数字为未剔除减值准备的总额，下文同 

 

 

1）客户贷款及垫款 

新准则下，贷款及垫款中的大部分资产仍以摊余成本计量，但是票据资产预计

将从“客户贷款及垫款”科目中剥离出来，根据业务模式重新分类。若本身流转较

为频繁，有些票据可能将分类到以公允价值计量类的资产。 

 

图表 8：招商银行 17H 客户贷款及垫款重分类  

旧准则下科目 余额（亿元） 占总资产比重 旧准则 新准则 

客户贷款及垫款总额 35399 55.79% AC  

票据 1539 2.43% AC AC，FV-OCI 或 FV-PL 

贷款及垫款（剔除票据） 33860 53.37% AC AC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半年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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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收款项类投资 

预计新准则下，应收款项类投资的重分类调整力度最大。招商银行 17 年 6 月

末应收款项类投资共计 5867 亿元，占总资产的 9.3%，其中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为

4.5%，票据占比为 4.1%，这两类资产将按照前文所叙述的方法，贷款依旧以摊余成

本计量，票据则根据业务模式的不同分别分入三类资产。非标科目下的债券类投资

主要为无活跃市价的债券投资和非标准化债权投资，预计大概率不会以公允价值计

量，维持摊余成本计量。理财产品与货币基金预计大概率会计入 FV-PL 中，但由于

占比仅为 0.3%和 0.1%，因此实际影响不大。 

 

图表 9：招商银行 17H 应收款项类投资重分类  

旧准则下科目 余额（亿元） 占总资产的比重 旧准则 新准则 

应收款项类投资 5867 9.25% AC  

债券类投资 185 0.29% 

AC 

AC 

货币基金 35 0.06% FV-PL 

票据 2585 4.07% AC、FV-PL 或 FV-OCI 

理财 210 0.33% FV-PL 

贷款 2838 4.47% AC 

同业存款 13 0.02% AC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半年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3）持有至到期 

招商银行 17 年 6 月末持有至到期投资共计 5162 亿元，占总资产的 8.1%，这

部分资产大多为标准化的债券投资，因此在新准则下，预计将全部计入“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中。 

 

4）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业务模式上主要以出售为目的，因此预计大多数资产将依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但是银行对于股权类投资有一定选择权，可

重分类至 FV-PL，或重分类至 FV-OCI 永久地不影响损益表（处置收益直接计入权

益表而不计入损益表）。从招商银行来看，股权类投资占比过小，因此不论以何种方

法进行重分类，实际对损益表或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均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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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招商银行 17H 交易性金融资产重分类  

旧准则下科目 余额（亿元） 占总资产的比重 旧准则 新准则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0 0.83% FV-PL  

政府债 235 0.37% 

FV-PL 

FV-PL 

政策性银行 49 0.08% FV-PL 

金融债 132 0.21% FV-PL 

其他债 100 0.16% FV-PL 

股权 5 0.01% FV-PL 或 FV-OCI 

基金类 2 — FV-PL 

纸贵金属 6 0.01% FV-PL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半年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旧的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在处置资产时才以投资收益计入损益表中。在新准则下，以招商银行为例，原本的

债券投资预计依旧计入 FV-OCI，但是基金类资产（占总资产的 0.67%）预计将重分

类至 FV-PL，而股权投资则有一定选择权。 

 

图表 11：招商银行 17H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  

旧准则下科目 余额（亿元） 占总资产的比重 旧准则 新准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47 6.38% FV-OCI  

债券投资 3584 5.65% FV-OCI FV-OCI 

股权投资 36 0.06% FV-OCI FV-PL 或 FV-OCI 

基金类 428 0.67% FV-OCI FV-PL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半年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总体来看，在重分类后贷款及垫款、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金融资产基

本还是按照以前的计量方式记账，变动影响不大。非标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则根据

底层资产重新分类。预计银行报表将保留贷款及垫款科目，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

至到期、非标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能不复存在，细分资产将重新划分入 AC、FV-

PL、FV-OCI 或其他资产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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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澳大利亚国民银行 2015 年 IFRS9 下资产负债表（部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澳大利亚国民银行为最早采用 IFRS9 准则编制报表的银行之一，以此供大家参考。 

 

4. 重分类对银行的影响：业绩波动性将加大 

 

从招商银行的例子看，票据类业务（包括非标业务下的票据）由于占比较大（占

总资产的 6.5%），新准则下其分类结果对报表的影响可能较大。若票据类资产全部

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资产，FV-PL 类资产占比可由 0.80%

提升至 8.45%；若票据资产全部分类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资产，FV-OCI 的占比可由 6.40%提升至 12.15%。 

 

图表 13：招商银行 17H 重分类预计结果（亿元）  

分类 

票据的三种计量情况 

旧准则下

占比 

若全部计入 AC 若全部计入 FV-PL 若全部计入 FV-OCI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AC 46183 72.79% 42058 66.29% 42058 66.29% 73.20% 

FV-PL 1238 1.95% 5363 8.45% 1238 1.95% 0.80% 

FV-OCI 3584 5.65% 3584 5.65% 7709 12.15% 6.4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公司半年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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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新准则下，预计银行业绩的波动性或有所加大。 

1）由于票据及应收款项类投资里的部分资产重分类后以公允价值计量，以摊

余成本法计量的资产（AC）规模预计减少。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资产（FV-PL）将会增多，主要由于

部分票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货币基金、结构化产品或将被重新计入此类。 

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资产（FV-OCI）增减不定，需

根据银行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5. 风险提示： 

 

1）宏观经济下滑压力加大，资产质量加速恶化； 

2）金融监管力度超预期，对银行业经营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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