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票据贴现，是指持票人为取得资金，在票据到期前贴付一

定利息将票据权利转让给银行的行为。笔者设定票据类型、贴

现期、计息方式、计息基础四个变量，基于此对票据非常规贴

现进行偏相关分析。

例：假设某企业在无息票据到期前 8个月向银行申请贴

现，该票据面额 500 000元，期限 1年，年贴现率 12豫，采用单

利计息。

会计实务中一般采用非常规贴现法，把到期价值（票据面

额）作为计息基础，按以下方式计算：贴现息越500 000伊12豫伊

8衣12越40 000（元），贴现额越500 000原40 000越460 000（元）。进

一步计算：实际利率越（40 000衣460000）衣（8衣12）伊100豫越13.04豫，

根据企业实际所得贴现额和名义贴现率可知，应付贴现息越

460 000伊12豫伊8衣12越36 800（元），银行多收贴现息越40 000原

36 800越3 200（元），银行多收的贴现息百分比越3 200衣36 800伊

100豫越8.7豫。贴现的实际利率高于银行对外公布的名义利率，

企业支付了更多贴现息，且这笔资金在银行支付贴现额时就

被扣除了。可见，这种确认方法不符合会计核算的真实性原

则。笔者基于此案例对四个变量（票据类型、贴现期、计息方

式、计息基础）进行偏相关分析，并以实际利率和银行多收

的贴现息百分比作为评判非常规贴现法扭曲实际贴现行为

的度量指标。

谈票据的非常规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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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利息费用；余额在贷方，

表示尚未支付的应付利息。

“长期借款”科目按贷款单位和贷款种类，分别“本金”、

“利息调整”、“应计利息”等进行明细核算。从企业会计准则对

“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的科目规定中可以看出，“长期借

款———应计利息”既核算按年付息的长期借款利息，也核算到

期一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利息。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分期付

息、一次还本的长期借款，按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

长期借款利息费用，借记“在建工程”、“制造费用”、“财务费用”、

“研发支出”等科目，按合同利率计算确定的应付未付利息，贷

记“应付利息”科目，按其差额，贷记“长期借款———利息调整”

科目。对于一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按摊余

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的长期借款利息费用，借记“在建工

程”、“制造费用”、“财务费用”、“研发支出”等科目，按合同利

率计算确定的应付未付利息，贷记“长期借款———应计利息”

科目，按其差额，借记或贷记“长期借款———利息调整”科

目。茵

一、“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的使用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

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存货、固定资产盘盈等应作为前期差

错进行处理，而不再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算。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的科目性质、用途及账户结构如下：

淤科目性质：损益类科目。虽然该科目属于损益类科目，但年

末该科目发生额及余额不转入“本年利润”科目。于用途：核算

会计差错、固定资产盘盈等涉税事项或业务。不涉税的会计差

错及固定资产盘亏等事项或业务不通过该科目核算。盂账户

结构：借方登记导致多交所得税的事项或业务；贷方登记导致

少交所得税的事项或业务。计算并交纳所得税后，其余额转入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的使用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科目性质、用途及账户结构如下：

淤科目性质：损益类科目。于用途：核算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及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衍生工具、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

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指定为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

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也在该科目核算。盂账户结构：

借方登记资产负债表日，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低

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以及交易性金融负债

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贷方登记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高于其账面余额的差额，采

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

余额的差额，以及交易性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低于其账面余

额的差额。期末，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该科目无

余额。另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下设“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投资性房地产”等明细科目。

三、“长期借款”和“应付利息”科目的使用

应付利息属于企业的流动负债。其排在资产负债表中“应

交税费”行与“应付股利”行之间。

“应付利息”的科目性质、用途及账户结构如下：淤科目性

质：负债类科目。于用途：核算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利

息，包括吸收存款、短期借款、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长期借款、

企业债券等应支付的利息。不核算一次还本付息的长期借款

利息。盂账户结构：借方登记实际支付的利息费用；贷方登记

小议会计准则下

几个科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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