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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投资因投资意图不同涉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

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中后二者的后续计量涉及

摊余成本问题。由于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和实际利率法

的使用，使得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券，下

同）摊余成本的确定变得异常复杂，因此有必要从实务角度对

债券投资核算中摊余成本的确定进行探讨。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中摊余成本的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第十三条的规定，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是指该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

淤扣除已偿还的本金；于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将该初始

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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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据此，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

期末摊余成本可用公式表达为：

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本期偿还的本金+到期

一次付息方式下的本期应计利息依本期利息调整金额）-已发

生的减值损失

式中“期初摊余成本”，包括：淤债券面值；于如果是溢价

购入，还应加上溢价和交易税费（利息调整），如果是折价购入

则应减去折价加上交易税费（利息调整）；盂如果购入的是“二

手货”债券，到期一次付息的，还应包括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

应收未收利息，分期付息的则不包括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应

收未收利息。式中“本期偿还的本金”，是指本期提前收回的债

券本金，一般不存在。式中“到期一次付息方式下的本期应计

利息”不包括分期付息方式下的应收利息。式中“本期利息调

整金额”，是指本期末计算本期利息时摊销的折溢价金额，如

果是溢价购入债券，公式中用减法；如果是折价购入债券，公

式中用加法。式中括号的计算结果，实质是期末计息后持有至

到期投资总账账户余额。式中“已发生的减值损失”，是指截至

本期末计息并考虑减值升值后已发生的减值净损失。在数额

上可取“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账户贷方余额，因为在计

提和冲销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的分录中，“持有至到期投

资减值准备”与“资产减值损失”是对应账户。

可见，持有至到期投资期末摊余成本实质就是期末计息

并考虑减值升值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即持有至

到期投资总账账户余额与已计提的减值准备之差，是下期初

摊余成本，也是下期末计算投资收益的基础。下面举例说明：

例 1：甲公司于 2007年 1月 1日从证券市场购入乙公司

2006年 1月 1日发行的债券面值为 1 000万元，支付价款为

1 086.3万元，按年计提利息。甲公司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

投资，该债券 5年期、票面利率为 5%、每年 1月 5日支付上年

度的利息，到期一次还本，购入债券时的实际利率为 4%。2007

年 12月 31日，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1 020万元（不属于

暂时性公允价值变动）。2008年 12月 31日，债券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为 1 000万元并将继续下降。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单位：万元；本文所有收到利息的分录从略）：

（1）2007年 1月 1日取得债券，作会计分录：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应收利息 5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36.3

贷：银行存款 1 086.3

登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总账账户后，其借方余额为 1 036.3

万元，即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期初摊余成本（因初始取得，减值

损失为 0），也是本期末计算投资收益的基础。

（2）2007年 12月 31日计息。应收利息=1 000伊5%=50（万

元）。持有至到期投资期初摊余成本=1 036.3-0=1 036.3（万

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持有至到期投资期初摊余成本伊实

际利率=1 036.3伊4%=41.45（万元）。

借：应收利息 50

贷：投资收益 41.45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8.55

登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总账账户后，其借方余额为 1 027.75

万元。年末该债券公允价值为 1 020万元，发生减值损失 7.75

万元（1 027.75-1 020）。

借：资产减值损失 7.75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7.75

登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总账账户后，其贷方余额

为7.75万元。至此，本期末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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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到期投资总账账户余额-已发生的减值损失=1 027.75-

7.75=1 020（万元），是下期初的摊余成本，也是下期末计算投

资收益的基础。

（3）2008年 12月 31日计息。应收利息=1 000伊5%=50（万

元），上期末（本期初）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为 1 020 万

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持有至到期投资期初摊余成本伊实际

利率=1 020伊4%=40.8（万元）。

借：应收利息 50

贷：投资收益 40.8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9.2

登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总账账户后，其借方余额为 1 018.55

万元。至此，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价值=1 018.55-7.75=1 010.8

（万元），而该债券期末公允价值为 1 000万元，应确认资产减

值损失 10.8万元（1 010.8-1 000）。

借：资产减值损失 10.8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 10.8

登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总账账户后，其贷方余额

为 18.55万元，至此，持有至到期投资期末摊余成本=持有至

到期投资总账账户余额-已发生的减值损失=1 018.55-18.55

=1 000（万元），是下期末计算投资收益的基础。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中摊余成本的确定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不同：淤前者用

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后者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于前

者存在公允价值变动的核算，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要设置“公

允价值变动”明细账户；后者不存在。盂虽然二者均存在减值

损失问题，但前者不设置“减值准备”之类的账户，后者需设

置。因此，二者期末摊余成本的计算存在差异，即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摊余成本并不一定等于账面价值，差额就在暂时性公

允价值的变动上面。根据摊余成本的定义，摊余成本并不包括

公允价值的暂时性变动情形，因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摊余

成本应为剔除“公允价值变动”明细账户余额的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总账账户余额（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应计利息”、“成

本”、“利息调整”三个明细账户的借贷方余额之差）与已发生

的减值损失之差。具体可用下列公式计算：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摊余成本=期末计息后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总账账户余额（不包括其中的公允价值变动）-已发

生的减值损失

例 2：承例 1，假设将购入的债券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用公允价值计量，且 2007 年 12 月 31 日债券的公允价

值为1 020万元，属于暂时性公允价值变动。2008年 12月 31

日，债券公允价值为 1 000万元，并将继续下降。

（1）2007年 1月 1日取得债券，作会计分录：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 000

应收利息 5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36.3

贷：银行存款 1 086.3

登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账户，其余额为 1 036.3万

元，即为期初摊余成本，也是本期末计算投资收益的基础。

（2）2007年 12月 31日计息。应收利息=1 000伊5%=50（万

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伊实际利率=1 036.3伊

4%=41.45（万元）。

借：应收利息 50

贷：投资收益 41.4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8.55

登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账户，其余额为 1 027.75万

元，而期末该债券公允价值为 1 020万元，因此，应确认公允

价值变动损失 7.75万元（1 027.75-1 020），因公允价值出现暂

时性波动，故应作会计分录：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7.75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7.75

登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账户，其余额为 1 020万元，

该余额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该价值显然不是摊

余成本，因为 1 020万元包含了“公允价值变动”明细账户贷

方余额 7.75万元，剔除该余额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账

户余额为 1 027.75万元，已发生的减值损失为 0元，因此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摊余成本为 1 027.75万元，是下期初的摊

余成本，也是下期末计算投资收益的基础。

（3）2008年 12月 31日计息。应收利息=1 000伊5%=50（万

元），应确认的投资收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初摊余成本伊

实际利率=1 027.75伊4%=41.11（万元）。

借：应收利息 50

贷：投资收益 41.1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8.89

登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账户，其余额为 1 011.11万

元，即其账面价值，而此时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

值为 1 000万元，因是发生减值损失，故应确认的资产减值损

失=1 011.11-1 000=11.11（万元），同时将原计入资本公积的

公允价值变动 7.75万元转出。

借：资产减值损失 18.86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1.11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7.75

登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账户，其余额为 1 000万元，

至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发生了减值损失，其期末

摊余成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账账户余额（不包括其中的

公允价值变动）-已发生的减值损失=1 018.86-18.86=1 000

（万元），也是下期末计算投资收益的基础。

三、结论

综上所述，持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期末

摊余成本等于其总账账户余额（不包括其中的“公允价值变

动”明细账户余额；持有至到期投资无此明细账户，视为 0）与

已发生的减值损失之差，是下期初的摊余成本，也是计算下期

末投资收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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