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号———租赁》相矛盾。国际会计准则明确要求，长期应付款

和租赁资产以相同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中予以确认。显然“未

确认融资费用”的出现，并不利于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

准则接轨。

三、现实争议

类似的矛盾还出现在辞退福利的处理上。《企业会计准则

第 9号———职工薪酬》及其应用指南规定，符合准则规定的应

付职工薪酬确认条件，实质性辞退工作在一年内完成，但付款

时间超过一年的辞退福利，企业应当选择恰当的折现率，以折

现后的金额计量应付职工薪酬（该项应付职工薪酬实质上也

是一项预计负债）。显然，该规定要求按现值计量应付职工薪

酬，但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的专家意见以及《企业会

计准则讲解（2006）》却要求对于此类辞退福利，企业应当选择

恰当的折现率，以折现后的金额计量应计入当期管理费用的

辞退福利金额，该项金额与实际应支付的辞退福利款项之间

的差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在以后各期实际支付辞退福利

款项时，计入财务费用。确认因辞退福利产生的预计负债时，

借记“管理费用”、“未确认融资费用”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

酬———辞退福利”科目。这种处理等于是要求按未来应付金额

而不是按其现值初始计量应付职工薪酬，同时使原本应隐藏

的未确认融资费用重新浮出水面。

笔者建议，可以通过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将以上涉及的长

期负债项目一律修改为按现值进行初始计量，取消“未确认融

资费用”账户。如果主管部门觉得时机不成熟就应该修正预计

固定资产弃置费用的处理方式，也通过“未确认融资费用”账

户来反映有关时间价值的影响。茵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

南中，提出了摊余成本的概念，并规范了摊余成本的计算方

法。实务中很多人对此规范的理解有偏差，从而造成错误的会

计处理。对此，笔者通过自己的实践，总结出了一套简单理解

摊余成本概念以及计算实际利息收入的方法。

一、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中摊余成本内涵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

指南中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做出如下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应

当按照取得时的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

金额。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

息，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当

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计入投资收益。

实际利率应当在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时确定，在该持有至到

期投资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实际利

率与票面利率差别较小的，也可按票面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计

入投资收益。

在该规定中对持有至到期投资每期的实际利息收入，要

求按照摊余成本和该项投资的实际利率计算。摊余成本是指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减去偿还的本金，加上

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

额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再减去已发生的减值损失。实

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

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

债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

上述规定中，在规范摊余成本的含义时，“加上或减去用

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摊销

形成的累计摊销额”一句过于模糊，甚至会造成错误的理解。

在不同的付息方式下，“到期日金额”一词的内涵是不同的，因

此“累计摊销额”的含义也是不同的。持有至到期投资一般包

括到期一次还本分次付息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两种情况。在

到期一次还本分次付息的情况下，到期日金额为其面值，累计

摊销额为累计利息调整金额。在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情况下，

到期日金额是指其面值还是面值和累计利息之和，在不同的

理解下累计摊销额的含义也不同：如果将其理解为面值，加上

或减去的累计摊销额则指的是累计利息调整金额；如果将其

理解为面值和累计利息之和，加上或减去的累计摊销额则指

的不仅是累计利息调整金额，还包含了累计计提的利息费用。

因此，在不同的理解下，计算的摊余成本是不同的，不同的摊

余成本计算的利息收入也不同。

现举例说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情况下，不考虑减值和

分次收回本金时，两种不同的理解所计算的摊余成本和利息

收入：

例 1：甲公司于 2003年 1月 1日，支付价款 1 000万元，

从交易市场上购入某公司 5年期债券，面值 1 250万元，票面

年利率 4.72豫，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被认定为持有至到期投

资。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等因素。通过计算，甲公司所购买

债券的实际利率为 9.05豫。

1. 将到期值理解为面值时，可以根据摊余成本所规范的

含义得出如下计算公式：

摊余成本越初始认定金额垣累计利息调整（折价购入以

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内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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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计列）；实际利息收入越上期期末摊余成本（或本期期初摊

余成本）伊实际利率；利息调整越实际利息收入原应计利息（折

价购入时）。

2援 将到期值理解为面值和累计利息时，摊余成本的含义

可表述为：

摊余成本越初始认定金额垣累计计提利息垣累计利息调整

（折价购入以“垣”计列）；实际利息收入越上期期末摊余成本伊

实际利率。

从以上实例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理解下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的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实际利息收入和摊余成本的计算结果

是不同的，对当期利润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二、科学认识摊余成本的内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解释，总结出一般情况下

摊余成本的计算公式可以表述为：淤分次付息情况下：摊余成

本越初始确认金额原已偿还的本金依累计利息调整金额原已发

生的减值损失。于到期一次付息情况下：摊余成本越初始确认

金额原已偿还的本金依累计利息调整金额垣累计计提利息原已

发生的减值损失。

从上述公式可以看出，在不同的付息方式下，摊余成本不

仅内涵不同，而且内容较多，不便于理解和记忆。笔者认为，无

论在何种还本付息方式下，均应将摊余成本理解为持有至到

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即企业每期实际利息收入按照上期期末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乘以实际利率，这样操作起来不

仅简单，而且容易理解。现就到期一次还本分次付息和到期一

次还本付息两种情况加以举例说明。

1援一次还本分次付息情况下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核算。

例 2：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1 865万元（含

交易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 4年期债券，面值 2 000

万元，票面利率 5豫，按年支付利息，本金一次到期归还。不考

虑所得税、减值等影响因素。通过计算得出该项投资的实际利

率为 7%。

2007年 1月 1日该投资初始确认金额为 1 865万元，其

会计处理为：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2 000万元；贷：持

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35万元，银行存款 1 865万元。

2007 年 12月 31日该投资期初账面价值越2 000原135越

1 865（万元），实际利息收入越1 865伊7豫越130.55（万元），票面

利息收入越2 000伊5豫越100（万元）。借：应收利息 100万元，持

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30.55万元；贷：投资收益 130.55

万元。

2008 年 12月 31日该投资期初账面价值越2 000原135垣

30.55越1 895.55（万元），实际利息收入越1 895.55伊7豫越132.69

（万元）。借：应收利息 100万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 32.69万元；贷：投资收益 132.69万元。

2009 年 12月 31日该投资期初账面价值越2 000原135垣

30.55垣32.69越1 928.24（万元），实际利息收入越1 928.24伊7豫越

134.98（万元）。借：应收利息 100万元，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 34.98万元；贷：投资收益 134.98万元。

2010年 12月 31日计算调整摊销额的尾差越135原30.55原

32.69原34.98=36.78（万元）。借：应收利息 100万元，持有至到

期投资———利息调整 36.78万元；贷：投资收益 136.78万元。

2援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情况下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核算。

例 3：2007年 1月 1日，甲公司支付价款 2 052万元（含

交易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 4年期债券，面值 2 000

万元，票面利率为 5豫，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不考虑所得税、减

值等因素。通过计算得出该项投资的实际利率为 4豫。

2007年 1月 1日该投资初始确认金额为 2 052万元，其

会计处理为：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2 000万元、———

利息调整 52万元；贷：银行存款 2 052万元。

2007 年 12 月 31 日该投资期初账面价值越2 000垣52越

2 052（万元），实际利息收入越2 052伊4豫越82.08（万元），票面

利息收入越2 000伊5豫越100（万元）。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

计利息 100万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7.92万

元，投资收益 82.08万元。

2008 年 12 月 31 日该投资期初账面价值越2 000垣52垣

100原17.92越2 134.08（万元），实际利息收入越2 134.08伊4豫越

85.36（万元）。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100 万元；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4.64万元，投资收益 85.36

万元。

2009 年 12 月 31 日该投资期初账面价值越2 000垣52垣

100原17.92垣100原14.64越2 219.44（万元），实际利息收入越2 219.44伊

4豫越88.78（万元）。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100 万

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1.22 万元，投资收益

88.78万元。

2010年 12月 31日计算调整摊销额的尾差越52-17.92-

14.64-11.22=8.22（万元）。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100万元；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8.22万元，投资

收益 91.78万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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