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而言，票据贴现业务可以分为三种:贴现、转贴现和

再贴现。贴现是指客户（持票人）将没有到期的票据出卖给贴

现银行，以便提前取得现款。一般工商企业向银行办理的票

据贴现就属于这一种。转贴现是指金融机构为了取得资金，将

未到期的已贴现商业票据再以贴现方式向另一金融机构转让

的票据行为，是金融机构间融通资金的一种方式。再贴现是

指金融机构为了取得资金，将未到期的已贴现商业票据再以

贴现方式向中国人民银行转让的票据行为，是中央银行的一

种货币政策工具。本文拟对票据贴现业务的会计核算作以下

分析。

一、新旧会计准则的差异比较

1. 主要会计科目的变化。对于商业银行无论是利用票据

贴现融出资金或融入资金，旧会计准则都通过“贴现”这一个

会计科目进行账务处理。而新会计准则取消了“贴现”这一会

计科目，增设了下列两个会计科目：淤“贴现资产”科目。本科

目核算企业（银行）办理商业票据的贴现、转贴现等业务所融

出的资金，可按贴现类别和贴现申请人进行明细核算。该科目

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办理的贴现、转贴现等业务融出的资

金。于“贴现负债”科目。本科目核算企业（银行）办理商业票

据的转贴现等业务所融入的资金，可按贴现类别和贴现金融

机构，分别“面值”、“利息调整”进行明细核算。该科目期末

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办理的转贴现等业务融入的资金。

2援 其他相关会计科目的变化。淤增设“吸收存款”科目，

核算企业（银行）吸收的除同业存放款项以外的其他各种存

款，包括单位存款（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等）、个人

存款、信用卡存款、特种存款、转贷款资金和财政性存款等。

于增设“清算资金往来”科目，核算企业（银行）间业务往来的

资金清算款项。盂增设“同业存放”科目，核算企业（银行）吸收

的境内、境外金融机构的存款。

3援 账务处理的变化 。新旧会计准则在账务处理上的区别

关键在于对贴现利息的处理方法不同。旧会计准则：在贴现当

日由会计部门根据信贷部门审批的贴现凭证和商业票据审核

无误后计算贴现利息，并将贴现利息直接计入“利息收入”（银

行融出资金时）或“利息支出”（银行融入资金时）科目中。新会

计准则：淤贴现日，将商业票据的面值与实付金额的差额计入

“贴现资产———利息调整”（银行融出资金时）或“贴现负

债———利息调整”（银行融入资金时）科目中。于资产负债表日

或票据到期日按计算确定的贴现利息从“贴现资产———利息

调整”科目转入“利息收入”科目、“贴现负债———利息调整”科

目转入“利息支出”科目。

二、举例说明

1援 办理贴现业务的会计核算。

（1）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会计核算。商业汇票持有者

急需资金，而汇票又未到期，可以向开户银行申请贴现。经信

贷部门审核后，可以办理，但要计算贴现利息，并予以扣除，按

实际支付的贴现金额向单位融通资金。

例：4月 25日，某厂持一张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向工

商银行伊伊办事处申请贴现，票据到期日为 6月 10日，金额为

20 000元，月贴现率为 6译。

解答：贴现天数越6垣31垣9越46（天）；贴现利息越20 000伊

46伊6译衣30越184（元）；实付贴现金额越20 000原184越19 816

（元）。淤4 月 25 日，办理贴现。借：贴现资产———贴现（面

值）20 000元；贷：吸收存款———某企业户 19 816 元，贴现资

产———利息调整 184元。于资产负债表日，确定贴现利息收

入。借：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184元；贷：利息收入 184元。

盂到期收回票款。借：同业存放 20 000元；贷：贴现资产———

贴现（面值）20 000元。如到期未能收回票款，则向贴现申请人

收取，但该厂账户上只有 4 000元，则将不足部分转为贷款。

借：吸收存款 4 000元，贷款 16 000元；贷：贴现资产———贴

现（面值）20 000元。

（2）银行承兑汇票贴现业务的会计核算。

例：9月 5日工商银行河北分行收到某开户单位的一张

银行承兑汇票，要求贴现，贴现日期为 15天，金额为 30 000

元，月贴现率为 6译，承兑银行为农业银行北京分行，河北分

行经审核办理贴现，并于到期日向承兑行收款。请编写办理贴

现及到期收款时贴现行的会计分录及承兑行支付票款的会计

分录。

淤9月 5日，贴现行办理贴现。贴现利息为：30 000伊15伊

【摘要】近年来，我国以商业汇票为主体的票据融资业务发展迅速。新会计准则出台后，如何准确地对票据贴现业务进

行会计处理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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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1. 规范范围。《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规范

企业为获取服务而向职工和其他方授予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

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的确认、计量

及信息披露。

2. 分类。淤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以股份或其他权益

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易；于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承

担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确定的交付现金或其他

资产义务的交易。

3. 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

（1）相关概念。淤授予日指股份支付协议获得批准的日

期。“获得批准”是指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双方就股份支付交

易的协议条款和条件已达成一致，该协议获得股东大会或类

似机构批准。除了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无论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还是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企业在授予日均不作

会计处理。于等待期指可行权条件得到满足的期间。股份支付

在授予后通常不可立即行权，一般需要在职工或其他方履行

一定期限的服务或在企业达到一定业绩条件之后才可行权。

业绩条件分为市场条件和非市场条件。市场条件是指行权价

格、可行权条件以及行权可能性与权益工具的市场价格相关

的业绩条件，如股份支付协议中关于股价至少上升至何种水

平才可行权的规定。非市场条件是指除市场条件之外的其他

业绩条件，如股份支付协议中关于达到最低盈利目标或销售

目标才可行权的规定。

【摘要】《企业会计准则第 11号———股份支付》填补了股份支付会计核算规定的空白，满足了上市公司实务的要求。本

文仅就股份支付核算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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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译衣30越90（元）。借：贴现资产———贴现（面值）30 000元；贷：

吸收存款———某企业户 29 910元，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90

元。于资产负债表日，确定利息收入。借：贴现资产———利息调

整 90元；贷：利息收入 90元。盂贴现行到期收取票款。借：清

算资金往来 30 000 元；贷：贴现资产———贴现（面值）30 000

元 。榆承兑行到期支付票款。借：同业存放 30 000元；贷：清

算资金往来 30 000元。

2援 办理转贴现业务的会计核算。

例：4月 10日，某市工商银行持一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

60 000元）向中国银行申请转贴现，汇票的到期日为 6月 6

日，月利率为 0.65% 。转贴现利息=60 000伊57伊0.65%衣30=

741（元）。

（1）中国银行的相关账务处理。淤4 月 10 日，办理转贴

现。借：贴现资产———转贴现（面值）60 000元；贷：存放中央

银行款项 59 259元，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741元。于资产

负债表日，确定利息收入。借：贴现资产———利息调整 741元；

贷：利息收入 741元。盂贴现票据到期。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60 000元；贷：贴现资产———转贴现（面值）60 000元。

（2）工商银行的相关账务处理。淤4月 10日，申请办理转

贴现。借：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59 259 元，贴现负债———利息

调整 741元；贷：贴现负债———转贴现（面值）60 000元。于资

产负债表日，确定利息费用。借：利息支出 741元；贷：贴现负

债———利息调整 741元。盂贴现票据到期。借：贴现负债———

转贴现（面值）60 000元；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60 000元。

3援 办理再贴现业务的会计核算。

例：4月 10日，某市工商银行持一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

为 60 000元）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贴现，汇票到期日为 6月 6日，

月利率为 0.65%。再贴现利息=60 000伊57伊0.65%衣30=741元。

（1）4 月 10 日，发放再贴现。淤人民银行的会计分录：

借：再贴现 60 000 元；贷：工商银行准备金存款 59 259 元，

利息收入 741 元。于工商银行的会计分录：借：存放中央银

行款项 59 259 元，利息支出 741 元；贷：向中央银行借款

60 000元。

（2）6月 6日，到期收回票款。淤人民银行的会计分录：

借：伊伊银行准备金存款———伊伊付款人开户行 60 000元；贷：

再贴现 60 000元。于付款人开户行的会计分录：借：吸收存

款———伊伊付款人户 60 000元；贷：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60 000

元。盂工商银行的会计分录：借：向中央银行借款 60 000元；

贷：贴现资产———贴现（面值）6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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