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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将企业

获得的金融资产按持有意图不同进行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

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于持

有至到期投资；盂贷款和应收款项；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

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通常情况下，企业持有的、在活跃市场上有公开报价的国债、

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可以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未发生减值的情况下是按摊余成本进

行期末计量的，在会计期末要计提利息、确认利息收入的实

现，同时摊销相关的利息调整。但是，按会计准则的规定，在持

有至到期投资发生减值之后，其后续的会计处理相对来说比

较复杂，而准则指南及有关讲解没有相关的处理细则，使实务

操作有一定困难。本文尝试解决此问题，与广大会计工作者商

榷。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四十

二条规定：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应当将该

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不包括尚未

发生的未来信用损失）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应当按照该金融

资产的原实际利率折现确定，并考虑相关担保物的价值（取得

和出售该担保物发生的费用应当予以扣除）。原实际利率是初

始确认该金融资产时计算确定的实际利率。第四十九条规定：

金融资产发生减值后，利息收入应当按照确定减值损失时对

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采用的折现率作为利率计算确认。

从会计准则的规定中可以看出，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会

计期末的利息收入及计算减值发生时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的折现率都是原实际利率。也就是说，按照会计准则的规

定，一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到期前无论是否发生减值其实际

利率始终保持不变。但是，在发生减值后，还有需要确定的问

题：淤在发生减值这一时点上如何进行相关的会计处理？于发

生减值后如何继续运用实际利率法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后

续的会计处理？现举例分析如下。

例：大江公司对持有至到期投资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利

息收入。该公司20伊5年1月1日购入面值500 000元、期限5年、

票面利率6%、每年12月31日付息、取得成本528 000元的W公

司债券。假设20伊7年12月31日，大江公司对该项金融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时发现，因W公司发生财务困难，所持有的W公司

债券预计只能收回分期支付的利息以及80%的本金。该项持

有至到期投资在初始确认时的实际利率为4.72%。相关会计

处理如下（20伊5~ 20伊8年收到利息的会计处理略）：

1. 取得投资。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500 000元、

———利息调整28 000元；贷：银行存款528 000元。

2. 20伊5年年末确认利息收入。借：应收利息30 000元；贷：

投资收益24 922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5 078元。

3. 20伊6年年末确认利息收入。借：应收利息30 000元；贷：

投资收益24 682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5 318元。

4. 20伊7年年末确认利息收入。借：应收利息30 000元；贷：

投资收益24 431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5 569元。

按实际利率法计算每年年末的利息收入及摊余成本，见

下表：

5. 20伊7年年末发生减值的会计处理。

第一，计算20伊7年年末W公司债券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由于该债券还有两年到期，所以未来两年的现金流入量

为：20伊8年年末利息30 000元、20伊9年年末利息30 000元和本

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后的会计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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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会计实务中存在许多操作上的具体问题难以解决，而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又没有确切的解释和规定，

这给实务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试图采用会计准则规定的实际利率法解决持有至到期投资发生减值之后的会计处理

问题，以期指导实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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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400 000元（500 000伊80%）。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30 000衣

（1+4.72%）+430 000衣（1+4.72%）2=420 758.97（元）。

第二，计算确定减值金额。减值金额=20伊7年年末摊余成

本-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512 035-420 758.97=91 276.03

（元）。

第三，会计处理。借：资产减值损失91 276.03元；贷：持有

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91 276.03元。

同时将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调整到20伊7年年末发

生减值时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再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新

的摊销处理。20伊7年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账户

余额为500 000元，应该调整为400 000元；“持有至到期投

资———利息调整”账户余额为12 035元（28 000-5 078-5 318-

5 569），应调整为20 758.97元（420 758.97-400 000）。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8 723.97元（20 758.97-

12 035），投资收益91 276.03元（100 000-8 723.97）；贷：持有至

到期投资———成本100 000元。

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将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降到

了20伊7年年末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但是只有这样做才

可以正常采用实际利率法将剩余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有关明细

账摊销完毕。当然也可以先不做上述处理，而是在其到期时再

做此处理，其处理结果与在20伊7年年末处理是一致的，只是

影响到不同会计期间的损益。

20伊8年开始，又开始新一轮的实际利率法摊销。有关数

据计算见下表：

6. 20伊8年年末确认利息收入。借：应收利息30 000元；贷：

投资收益19 859.82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10 140.18

元。

7. 20伊9年年末的会计处理。借：应收利息30 000元；贷：投

资收益19 381.21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10 618.79

元。

同时，收回本金和利息的会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430 000元；贷：应收利息30 000元，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40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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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素质的前提之一，是建立和完善内部

审计执业资格准入制度，具体来讲，就是建立注册内部审计师

制度。执业资格准入制度是指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

人们必须具备执业资格才能从事相关的专业工作的制度。执

业资格准入制度的核心是以是否具备执业资格作为判断是否

许可执业的标准。执业资格准入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行业确

认、执业资格标准制定、执业资格认证、执业资格保证等。

一、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考试制度可供借鉴

CIA是国际内部审计领域的专家标志，也是内部审计职

业国际范围的唯一认证。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从1974年起，在

全球指定地点同时举行CIA资格考试，并给考试合格者颁发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证书”。

在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第58届年会上，中国内部审计协

会与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正式签订了在我国设立考点并用汉

语组织考试的协议。审计署、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决定于1998年

11月在广东省进行试点考试，1999年11月又扩展到在山东省

进行试点考试，之后又先后增设了北京、南京等考点，至今全

国共有20个考点。目前世界上取得CIA资格证书的约有40 000

余人，其中我国有5 000多人。

CIA资格考试每年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个考点

同时举行。考试科目：第一部分为“内部审计程序”；第二部分

为“内部审计技术”；第三部分为“管理控制和信息技术”；第

内部审计执业资格准入制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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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部审计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与各类经济组织（包括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联系都很紧密。由此，内

部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执业条件。本文就内部审计执业资格准入制度进行了相关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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