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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模型 1———平衡的数学

公式：

固定资产（原值）+原材料+周

转材料+库存商品 (即完工产品)+

生产成本（即在产品）+长期待摊费

用=实收资本+累计折旧

模型释义：此处“长期待摊费用”应为“管理活动费用、促

销活动费用”等费用项目的金额之和，以后采用合适的摊销期

限摊到各个会计期间。又由于固定资产折旧价值最终转移至

“库存商品”、“生产成本”、“长期待摊费用”等账户，所以为了

便于设计会计分录模型，“累计折旧”账户置于等式右方。

平衡模型 2———会计分录模型：

为了使初始账务处理（会计分录）规范化，在“平衡模型

1”基础上设计“平衡模型 2———初始账务处理的会计分录模

型”，如下：借：固定资产（原值），原材料，周转材料（即低值易

耗品），库存商品（即完工产品），生产成本（即在产品），长期待

摊费用；贷：实收资本，累计折旧。

4. 完成初始账务处理。根据“平衡模型 1”建立账户平衡

关系表，见表 4。

根据“平衡模型 2”，结合表 4数据，完成初始账务处理，

如下：借：固定资产 1 006 000，原材料 200 100，周转材料

23 050，库存商品 452 931.42，生产成本 20 735.25，长期待摊

费用 31 200；贷：实收资本 1 717 650，累计折旧 16 366.67。

至此，小周为该企业进行了初始账务处理，并据以登记了

有关账簿。从次月（6月份）起，企业可在初始账务处理的基础

上进行规范的会计核算活动。

【注】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2012年度野广西高等学校优秀

人才资助计划冶叶贺州小微企业作业成本法核算体系设计研

究曳的研究成果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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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之异同

【摘要】摊余成本在现行会计准则中使用频率较高。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是否等同？本文通过案例形式对其进行剖析，

以揭示其所谓神秘面纱。

【关键词】摊余成本 账面价值 债券 利息 摊销

冷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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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会计准则对摊余成本是这样解释的：金融资产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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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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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资产的账面价值通常是指资产成本扣减累计折旧（或

累计摊销）和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因此，摊余成本与账面

价值从概念上说肯定是不能等同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在

特定的时点上，两者在金额上又会出现一致的情况，需要我们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在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中，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在任

何时点都是相等的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由于

持有至到期投资账面价值等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余额减

去“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余额，我们将其对照前述

摊余成本的定义，很容易发现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而言，摊余

成本即为账面价值。如为溢价购买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债券，

企业将其划归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不考虑减值因素，在投资

持有期间随着溢价的摊销，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会逐期减

少，到期时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即为债券面值；如为折价购

买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债券，不考虑减值因素，在投资持有期

间随着折价的摊销，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会逐期增加，到期

时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即为债券面值。而如果债券是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的，则其到期时，摊余成本（账面价值）为债券的

面值加上所有票面利息。

例 1：甲公司在 2007年 1月 1日以 825 617元的价格购

买了乙公司于当日发行的总面值为 800 000元、票面利率为

5%、5年期的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债券利息在每年 12

月 31日支付。甲公司还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购买该债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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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 10 000元。实际利率为 4%，不考虑减值损失。

分析：2007年 1月 1日，企业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初始确

认金额为 835 617元，初始确认金额就是期初摊余成本，为

835 617元，此时账面价值同样为 835 617元。第一年的实际

利息收入为 33 425元（835 617伊4%），第一年摊销的利息调整

为 6 575元（800 000伊5%-33 425），债券初始确认金额减去第

一年摊销的利息调整（如为折价购买债券，则加上第一年摊销

的利息调整）就是第二年年初的摊余成本。而由于利息调整的

摊销，此时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也在减少。摊余成本和

账面价值在第二年年初时的金额均为 829 042元（835 617-

6 575）。依此类推，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和账面价值在

任何时点都是相等的，并且随着利息调整的摊销，在金额上均

是逐年减少的，到期时债券的摊余成本和账面价值均为面值

800 000元。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2007年 1 月 1 日，借：持有至到期

投资———成本 800 000、———利息调整 35 617；贷：银行存款

835 617。

2007年 12月 31日，借：银行存款 40 000；贷：投资收益

33 425，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6 575。

2008年 12月 31日，借：银行存款 40 000；贷：投资收益

33 162（829 042伊4%），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6 838。

2009年、2010年、2011年的会计分录依此类推。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后续计量中摊余成本

与账面价值金额是否相等要视情况而定

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后续计量中，一旦调整

了公允价值变动但尚不构成减值损失时，摊余成本和账面价

值的金额便不会相等。此时我们在计算实际利息收入时，就只

能以摊余成本为基础计算，要将账面价值中包含的公允价值

变动剔除。但如果债务工具满足减值损失的确认条件，此时摊

余成本与账面价值的金额又会相等，因为在摊余成本的定义

里包含了“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这项内容。

例 2：A公司于 2010年 1月 1日从证券市场上购入 B公

司于 2009年 1月 1日发行的债券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该

债券 5年期、票面年利率为 5%、每年 1月 5日支付上年度利

息，到期日为 2014年 1月 1日，到期日一次归还本金和最后

一次利息。购入债券时的实际利率为 4%。A公司购入债券的

面值为 1 000万元，实际支付价款 1 076.30万元，另支付相关

费用 10万元。假定按年计提利息。2010年 12月 31日，该债

券的公允价值为 1 020万元。2011年 12月 31日，该债券的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1 000万元，并将继续下降。

分析：在初始计量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摊余

成本和账面价值均为 1 036.30 万元（1 076.30-1 000伊5%垣

10），但由于 2010年底债券公允价值有变动，依据公允价值计

量原则，企业需要调整公允价值的变动，此时债券的账面价值

将反映期末公允价值的金额，而按照摊余成本的定义，企业在

计算摊余成本时不应包括公允价值的变动。因此在 2010年

底，债券摊余成本的金额就与账面价值不相等了。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2010年 1月 1日，借：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成本 1 000、———利息调整 36.3，应收利息 50；贷：银

行存款 1 086.30。2010年 1月 5日，借：银行存款 50；贷：应收

利息 50。2010 年 12月 31日，借：应收利息 50；贷：投资收益

41.45（1 036.3伊4%），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8.55。借：

资本公积———其他 7.75（1 036.3原8.55原1 020）；贷：持有至到

期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7.75。

由于调整了公允价值变动，2010年底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债务工具的账面价值为 1 020万元（1 036.30原8.55原7.75），但

此时摊余成本为 1 027.75万元（1 036.30原8.55）（不包括公允

价值的变动）。

2011 年 1 月 5 日，借：银行存款 50；贷：应收利息 50。

2011 年 12 月 31 日，借：应收利息 50；贷：投资收益 41.11

（1 027.75伊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利息调整 8.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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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

2011年底，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的账面价值为 1 000

万元，但由于此时债券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预计会持续下跌，

符合减值损失的确认条件，也就是可以列入摊余成本了，因此

摊余成本也为 1 000万元，与账面价值金额相等。

三、弃置费用核算中预计负债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金额

相等

对于某些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企业应当按照弃置

费用的现值确认预计负债，同时计入相关固定资产成本，并在

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期内，按照预计负债的摊余成本和实际

利率计算确定利息费用，分期计入财务费用。由于预计负债是

负债项目，也不存在公允价值变动，其摊余成本的金额与账面

价值在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中都是相等的，并且随着利息费

用的计提，其摊余成本与账面价值将逐期增加，到使用寿命终

了（到期）达到弃置费用的终值。

例 3：甲公司属于核电站发电企业，2010年 1月 1日正式

建造完成并交付使用一座核电站，全部成本为 500 000万元，

预计使用寿命为 40年，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际公约等规

定，企业应承担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等义务。2010年 1 月

1日预计 40年后该核电站核设施弃置时，将发生弃置费用

30 000万元（金额较大）。在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相关期间

通货膨胀等因素下确定的折现率为 5%。已知：（P/F，5%，40）越

0.142 0。

相关会计分录如下：2010年 1月 1日，借：固定资产 504260；

贷：在建工程 500 000，预计负债 4 260（30 000伊0.142 0）。2010

年 12 月 31日，借：财务费用 213；贷：预计负债 213（4 260伊

5%）。

2011年 12月 31日，借：财务费用 223.65；贷：预计负债

223.65［（4 260垣213）伊5%］。依此类推，随着利息费用的计提，

摊余成本（账面价值）逐期增加，40年后预计负债的到期金额

为 30 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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