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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中旬

利率互换是双方订立的、在一定时期后履行的支付协定，

所支付的金额依据一定的利率和不一定量的本金来计算。在

典型的利率互换安排中，一方依据浮动利率指数计算支付的

金额，另一方则依据固定利率或另一种浮动利率指数确定支

付的金额。双方支付的是同一种货币，仅向对方支付按不同利

率确定的利息，本金不发生交换。

一、现行会计准则下利率互换的会计处理

1. 利率互换合约的确认。利率互换虽代表着一定的权利

或义务，但仅涉及现金流的变动，而且在签约时没有实际的现

金流入、流出，故不确认合约初始价值，但应在财务报告中进

行披露。被套期项目为利率的变动。

2. 利率互换合约的计量。

（1）当利率互换属于现金流量套期时，根据相关会计准则

的规定，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有效套期的部分，应当直

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并单列项目反映。该有效套期部分的金

额，按照下列两项的绝对额中较低者确定：套期工具自套期开

始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被套期项目自套期开始的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的累计变动额。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中属于无效

套期的部分（即扣除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部分后的其他利

得或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被套期项目为预期交易，且该

预期交易使企业随后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一项金融负债的，

原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应当在该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影响企业损益的相同期间转出，计入当期损

益。被套期项目为预期交易，且该预期交易使企业随

后确认一项非金融资产或一项非金融负债的，原直接

确认为所有者权益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该非金融资

产或非金融负债影响企业损益的相同期间转出，计入

当期损益，也可以计入该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负债的

初始确认金额。但选定一种方法后，以后期间不得随

意变更。

终止现金流量套期的会计处理为：在套期工具已

到期、被出售、合同终止或已行使以及套期不再满足

运用会计准则规定的套期会计方法的条件时，在套期

有效期间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中的套期工具利得或

损失不应当转出，直至预期交易实际发生时，再按有关规定处

理；预期交易预计不会发生时，在套期有效期间直接计入所有

者权益中的套期工具利得或损失应当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2）当利率互换属于公允价值套期时，套期工具在期末形

成的利得或损失，无论套期有效或无效都计入当期损益。对于

被套期项目，不论原来的计量基础是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

期末都将其账面价值调整为公允价值，同时公允价值变动导

致的未实现损益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3）如果出于投机目的而签订利率互换合约，则在利得或

损失发生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 账户设置。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

定，衍生工具作为套期工具的，涉及的会计科目有“套期工

具”、“被套期项目”、“套期损益或投资收益”、“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不作为套期工具的，会计核算相对简单，可通

过“衍生工具”科目核算，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反映。

二、利率互换会计核算实例

例 1：A企业于 2008年 1月 1日筹到一笔五年期的浮动

利率债券，债务本金为 1 000万元，利率为银行浮动利率，每

年的 6月30日和 12月 31日支付利息。企业与银行签订了一

份本金为 1 000万元的两年期人民币利率互换合约，即银行

为企业支付浮动利息，企业支付给银行固定利率 7豫的利息，

均半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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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现行企业会计准则，通过实例分析利率互换交易的特点及会计核算的原则,对利率互换业务的会计

核算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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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院2009年 6月 30日互换合约累计损失 1万元袁被套期项目累计

盈利 1万元袁故套期无效袁同理 2009年 12月 31日套期无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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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8年 1月 1日签订互换合约时，由于利率互换属

于现金流量套期，而且没有实际的现金流入流出，故不确认合

约的初始价值，只进行表外登记。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

贷：应付债券 10 000 000。

（2）2008年 6月 30日，此次互换产生利得 2万元，套期

有效。借：套期工具———利率互换 20 000；贷：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 20 000。

（3）实际收到银行互换差额 2万元。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套期工具———利率互换 20 000。

（4）实际支付债券利息。借：财务费用 370 000；贷：银行存

款 370 000。

（5）2008年 12月 31日，此次互换产生损失 1万元，套期

有效。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0 000；贷：套期工

具———利率互换 10 000。

（6）实际付给银行互换差额 1万元。借：套期工具———利

率互换 10 000；贷：银行存款 10 000。

（7）实际支付债券利息。借：财务费用 340 000；贷：银行存

款 340 000。

（8）2009年 6月 30日，此次互换产生损失 2万元，套期

无效。无效套期部分的会计处理为：企业预期原套期工具净损

失直接确认为所有者权益的部分，全部或部分在未来会计期

间不能弥补时，应当将不能弥补的部分转出，计入当期损益。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0 000，投资收益 10 000；贷：

套期工具———利率互换 20 000。

（9）实际付给银行互换差额 2万元。借：套期工具———利

率互换 20 000；贷：银行存款 20 000。

（10）实际支付债券利息。借：财务费用 330 000；贷：银行

存款 330 000。

（11）2009年 12月 31日，此次互换产生损失 0.5万元，套

期无效。借：投资收益 5 000；贷：套期工具———利率互换 5 000。

（12）实际付给银行互换差额 0.5万元。借：套期工具———

利率互换 5 000；贷：银行存款 5 000。

（13）实际支付债券利息。借：财务费用 345 000；贷：银行

存款 345 000。

例 2：B企业于 2008年 1月 1日筹到一笔五年期的固定

利率债券，债务本金为 1 000万元，固定利率 7豫，每年的 12

月 31日支付利息。企业与银行签订了一份本金为 1 000万元

的两年期人民币利率互换合约，即银行为企业支付固定利息，

企业支付给银行浮动利息，均每年付息一次。

（1）2008年 1月 1日签订互换合约时，由于利率互换属

于公允价值套期，故需确认合约的初始价值。借：银行存款

10 000 000；贷：应付债券 10 000 000。借：套期工具———利率互

换应收款 50 000；贷：套期工具———利率互换应付款 50 000。

（2）2008年 12月 31日，确认合约公允价值变动。借：套

期工具———利率互换应收款 3 000，套期工具———利率互换应

付款 1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 000。

（3）实际收到银行互换差额 2万元。借：银行存款 20 000；

贷：投资收益 20 000。

（4）实际支付债券利息。借：财务费用 700 000；贷：银行存

款 700 000。

（5）2009年 12月 31日，确认合约公允价值变动。借：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3 000；贷：套期工具———利率互换应收款

1 000，套期工具———利率互换应付款 2 000。

（6）实际支付银行互换差额 1万元。借：投资收益 10 000；

贷：银行存款 10 000。

（7）实际支付债券利息。借：财务费用 700 000；贷：银行存

款 700 000。

（8）核销合约价值。借：套期工具———利率互换应付款

51 000，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 000；贷：套期工具———利率互换

应收款 52 000。

例 3：B企业预计利率将下跌，于 2008年 1月 1日与银

行签订了一份本金为 1 000万元、为期两年的人民币利率互

换合约，即银行为企业支付固定利息，企业支付给银行浮动利

息，固定利率 7豫，每年的 12月 31日支付利息。B企业手中没

有被套期项目，由此判断该互换出于投机目的。

（1）2008年 1月 1日签订互换合约时，由于利率互换公

允价值为 0，故不确认合约的初始价值，只进行表外登记。

（2）2008年 12月 31日，此次互换产生损失 1万元。借：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10 000；贷：衍生工具———利率互换 10 000。

（3）实际支付银行互换差额 1万元。借：衍生工具———利

率互换 10 000；贷：银行存款 10 000。

（4）2009年 12月 31日，此次互换产生利得 4万元。借：

衍生工具———利率互换 40 000；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0 000。

（5）实际收到银行互换差额时。借：银行存款 40 000；贷：

衍生工具———利率互换 40 000。

（6）合约终止。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0 000；贷：投资收

益 3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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