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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准则与税法规定的差异

1援 初始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CAS22）第三十、三十一条规定，企业初始确认持有

至到期投资时，应当按照其公允价值与相关的直接交易费用

之和进行计量。《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持

有至到期投资应以历史成本作为其计税基础，而根据该条例

第七十一条的解释，其历史成本包括公允价值和购买该持有

至到期投资支付的相关税费两部分。由此可见，会计准则与税

法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计量的规定不存在差异。

2援 后续计量。根据 CAS22第十四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

定，企业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对持有至到期投

资进行后续计量，同时按照实际利率确认各期的利息收入。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和第五十六条的

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应以历史成本作为计税基础，利息收入

则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及金额予以确认。

可见，按照税法的要求，持有至到期投资后续计量价值（计税

基础）=初始计量价值=历史成本，应税利息收入=合同约定之

利息收入=按照收付实现制确认的收入。

对会计准则与税法中的上述规定进行分析可知，只有当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票面利率）相同时，

其后续期间的摊余成本（账面价值）才会与历史成本（计税基

础）相一致，同时按照实际利率确认的利息收入（会计收入）与

以收付实现制确认的利息收入（应税收入）也才会一致。然而

多数情形下，这两种利率是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持有至到期

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会计利息收入与应税利息收入

多数情形下是存在差异的。

二、案例分析

例：甲公司于 2011年 1月 1日买入乙公司于当日发行的

5年期 A债券，债券面值为 100万元，票面利率为 8%，实际购

买价格为 105万元。协议约定债券发行方（乙公司）于每年年

末付息一次，并于第 5年期末即 2015年 12月 31日偿还本

金。甲公司将 A债券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债券持有

期间未发生减值。

已知甲公司按照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进行所得税核算，企

业所得税税率为 25%。假定相关交易费用忽略不计，试对甲

公司持有的乙公司 A债券投资的财税处理差异进行分析。

1援 会计处理分析。

（1）计算实际利率。A债券投资的实际利率等于与该债券

投资相关的现金流量的内部报酬率，通过计算，得出其实际利

率等于 6.79%，小于其票面利率 8%。

（2）按照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和摊余成本，具体计

算过程见表 1（单位：万元，后同）。

表 1中的 d栏和 g栏，即实际利息收入和期末摊余成本

两栏数据，分别代表会计确认的每期利息收入和 A债券每期

期末账面价值。

2援 税务处理分析。

依据税法规定，A 债券的计税基础始终等于历史成本

日 期

2011援1援1

2011援12援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现金流量
（a）

-105.00

8.00

8.00

8.00

8.00

108.00

计税基础
（b=初始成本）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0.00

税法确认收入
（c=合同收入）

-

8.00

8.00

8.00

8.00

3.00

表 2 A债券计税基础及应税收入分析

持有至到期投资财税处理差异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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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会计准则与税法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初始计量的规定基本上一致，但在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后续计量上，会计

准则与税法处理的规定存在差异，本文以案例形式对该差异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持有至到期投资 会计与税法差异 实际利率法

日 期

2011援1援1

2011援12援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现金流
量（a）

-105

8

8

8

8

108

实际利率
（b=现金
流a的内部
收益率）

6.79%

期初摊
余成本
（c=上
期g）

-

105.00

104.13

103.19

102.20

101.14

实际利
息收入
（d=c伊

b）

-

7.13

7.07

7.00

6.94

6.86

本期收
回本金
（e=a-

d）

-

0.87

0.93

1.00

1.06

101.14

累计收
回本金
（f=上期

f+e）

-

0.87

1.81

2.80

3.86

105.00

期末摊
余成本
（g=c-

e）

105.00

104.13

103.19

102.20

101.14

0.00

表 1 A债券实际利息收入及摊余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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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万元），每期应税收入=每期合同利息收入=当期现金流

入=8万元。但最后一期收回本金时的情况例外，收回本金后

其计税基础变为 0，且最后一期的应税收入=最后一期现金流

入 108万元（合同利息 8万元+本金 100万元）扣除初始购入

成本 105万元=3万元。

3援 会计准则与税法处理差异分析。因会计准则与税法规

定存在差异，导致 A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的前 4 年（2011 耀

2014年）年末的账面价值均小于其计税基础，即导致了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发生，并进而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产生。

随着债券在第 5年年末到期并终止确认，可抵扣暂时性

差异得以全额转回，从而使得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

得以悉数转回。具体分析与计算过程详见表 3。

表 3中，a、c两列数据分别来源于表 1中的 g列及 d列数

据，b、d两列数据分别来源于表 2中的 b列及 c列数据。

通过对表 3中 c、d两栏数据的分析可知，尽管会计准则

与税法确认的每一期利息收入都存在差异，但其总数却相等，

都等于 35万元。表 3中最后一栏（g栏）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

额最后一年（2015年）为负数，代表递延所得税资产在前 4年

（2011 耀 2014年）的累计发生额在最后一年全额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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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2011援1援1

2011援12援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合 计

账面价
值（a=
摊余成
本）

105.00

104.13

103.19

102.20

101.14

0.00

-

会计确
认收入
（c=实
际利息
收入）

-

7.13

7.07

7.00

6.94

6.86

35.00

应税收
入（d=
合同约
定收
入）

-

8.00

8.00

8.00

8.00

3.00

35.00

可抵
扣暂
时性
差异
（e=
b-a）

0.00

0.87

1.81

2.80

3.86

0.00

-

递延所得
税资产余
额（f=e伊
所得税税
率25%）

0.00

0.22

0.45

0.70

0.97

0.00

-

本期递延
所得税资
产发生
（转回）额
（g=f-上
期f）

-

0.22

0.23

0.25

0.27

-0.97

0.00

表 3 A债券财税处理差异及相关递延所得税计算

计税基
础（b=
初始成
本）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105.00

0.00

-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作业成本法（ABC）已被广泛应用到

存货管理中，本文试将 ABC应用到存货的会计计量中，通过

规范存货的会计核算，提高存货的管理水平，以达到提高企业

整体经营管理水平的目的。

一、基于 ABC的存货计量的基本原理

在企业存货的会计计量中使用 ABC，目的在于分清存货

的主次关系，识别出存货种类中少数的但对企业生产经营起

决定性的存货和多数的但对生产经营影响较小的存货，使会

计集中精力抓住重点项目进行管理，做到用最少的人力、物

力、财力实现最好的管理效益。

一般企业可以根据各种存货的资金占用额占总占用额的

比率将存货分为 A、B、C三种：淤A类存货，是重点存货控制

对象，该类存货种类少（通常为所有存货的 10%左右）、金额高

（占存货总值 65%左右），对企业极为重要，因此对于 A类存

货宜采取精细计量的方法，保证核算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

性，以提供完备、准确的会计信息，为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于B

类存货，介于 A类和 C类之间，金额占资金总占用额的 25%

左右，数量通常占存货总量的 25%左右，属于次重要的存货。

对于这类存货的管理，在会计核算上宜保持正常的记录，并定

期核对，保证记录的准确。盂C类存货。该类存货种类多（通常

占 65%左右，是存货的大多数）、金额少（存货总值几乎可以忽

略不计，只占 10%左右），对企业的重要性最低，因而被视为不

重要的存货，会计计量上可采取简化的方法，以减少会计计量

的工作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益。

二、对存货实行 ABC分类的基本程序

对存货进行分类是实现 ABC分类计量的前提，判断存货

基于 ABC分类的存货会计计量

李 静

渊 上 海 思 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上 海 201300冤

【摘要】存货是企业的一项重要流动资产，它的正确计量对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具有重大影响。本文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的规定，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角度出发，探索作业成本法（ABC）在

存货会计计量中应用的程序和方法。

【关键词】存货计量 ABC 存货管理 存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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