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控制下”这个条件。

采用购买法和反向购买法都会产生商誉，并且会影响未

来的损益。需要注意的是，会计准则关于反向购买商誉的规定

是购买方的合并成本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

额。也就是说借壳上市产生的商誉还包括了壳资源的价值，因

此在实务中，反向购买通常会产生巨额商誉。有学者认为，壳

资源价值不能纳入反向购买商誉的计算中，他们认为商誉本

质上是一种协同效应和产生超额价值的能力，但必须依附于

企业整体有形资产或企业环境而存在。

从商誉的本质和特征来看，壳资源有别于商誉的主要理

由如下：淤壳资源中无商誉所必须依附的存续业务，自然不包

括该业务在持续经营下的超额价值产生能力；于壳资源已无

实体业务，自然与购买方不存在协同效应；盂目前我国证券市

场中的壳资源具有单独的转让价值，可脱离于企业整体收益

水平体现。壳资源是在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特定时期上市公司

所具有的特殊资源（张宇，2012）。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会计准则在反向购买商誉确认

的问题上应做出两方面的改进：

第一，有学者提出，应当将壳资源的价值与商誉分开计

量，将反向购买行为划分为买壳行为和购买业务行为两个部

分，对于买壳行为按权益交易原则进行会计处理，而对于购买

业务的行为则应当按购买法来确认商誉。笔者认为如果采用

此种方法，那么企业通过“购买净壳上市”从而避免确认商誉

就是徒劳的，此法确实能避免实务中对是否构成业务交易的

操纵；将壳资源的价值从商誉中剔除后，商誉的价值会更加准

确。但是目前对壳资源价值的评估还存在难以突破的技术瓶

颈，这个致命的缺点使得这种改进方法并不实用。

第二，针对本文对商誉构成部分的分析，笔者认为会计准

则应该将被购买方承担的商誉值从中剔除，使得商誉只包含

购买方所承担的部分，并且商誉发生减值时购买方个别报表

中所确认的减值损失应以其承担的份额为限。笔者认为第二

种方法克服了会计准则在商誉确认上的重大缺陷，比第一种

方法更具有可行性。一方面，使得“巨额商誉”得以压缩，从而

使企业避免确认商誉的动机减小；另一方面，采用此法避免了

评估壳资源价值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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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

指南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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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益的这种

确认方法的缺陷是不便于明了其原理，在计算摊余成本时由

于理解上的偏差可能出错。

本文依据资金的时间价值，以复利方式计算持有至到期投

资的投资收益，从数学关系上严格地分析了持有至到期投资

的摊余成本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关系，从而阐明了持有至到期

投资的投资收益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的原理。

一、以复利方式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的原理

下面讨论持有至到期投资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情况，并

将一次还本付息的情况看成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特例———分

期付息时每期支付利息为零。

设 a为债券初始入账金额（现金流出），A为债券面值，r'

为票面利率，n为期数，则按债券面值计算的每期利息为 Ar'，

n年总的投资收益为：A+nAr'-a（现金流入原现金流出）。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n年总投资收益 A+nAr'-a 如何

在各个会计年度进行分配？

以复利方式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收益

刘 曜渊教授冤 桂婉璐

渊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5冤

【摘要】为什么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可以按照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认，这一问题是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

教学与实际操作中的一个难点。本文通过数学推理对该问题作了解释，并给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

的方法———复利方式。较之现行方法，这种方式在原理上更清晰易懂，且方便计算。

【关键词】持有至到期投资 复利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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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平均分配。即每年确认相同的投资收益（A+nAr'-

a）/n，该方法为“直线法”。

方法二：按复利方式进行分配。设年投资收益率为 r，各

期投资收益为 Ri（i=1，2，…，n），每个会计年度末支付利息

Ar'，一次还本，约定 Ri按以下方式计算：

R1=ar

R2=［a+（R1-Ar'）］r

R3=［a+（R1-Ar'）+（R2-Ar'）］r

……

Rn=［a+（R1-Ar'）+（R2-Ar'）+…+（Rn-1-Ar'）］r

并根据“各期投资收益之和越n年总的投资收益”即“ Ri

=A+nAr'-a”的原理确定 r。

设 Sn=a+ Ri，下面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在分期付息一

次还本情况下，有：

Sn=a（1+r）n-Ar'（1+r）n-1-Ar'（1+r）n-2-…-Ar'（1+r）+

（n-1）Ar' （1）

首先，若设 Sk=a+ Ri（k=1，2，…，n），则有：

Sk=Sk-1（1+r）-（k-1）Ar'r（k=2，3，…，n） （2）

事实上，Sk=a+ Ri=（a+ Ri）+Rk=Sk-1+Rk（k=2，3，

…，n）。按以上约定的计算Ri的方法，可以得到：

Rk=［a+（R1-Ar'）+（R2-Ar'）+…+（Rk-1-Ar'）］r=［（a+

Ri）-（k-1）Ar'］r=［Sk-1-（k-1）Ar'］r（k=2，3，…，n）。所

以，Sk=Sk-1+Rk=Sk-1+［Sk-1-（k-1）Ar'］r，即：Sk=Sk-1（1+r）-

（k-1）Ar'r（k=2，3，…，n）。

（1）当 n=1时，根据 S1的定义及约定的 R1的计算方法，

可以得到：S1=a+R1=a+ar=a（1+r）。即式（1）成立。

为了观察得更清晰，我们再计算一下 S2。当 n=2时，根据

式（2）及前面 S1的计算结果 ，可以得到：S2=S1（1+r）-Ar'r=a

（1+r）（1+r）-Ar'r=a（1+r）2-Ar'（1+r）+Ar'。可见，式（1）也是

成立的。

（2）假设当 n=k（k逸2，k为自然数）时式（1）成立，现在证

明当 n=k+1时式（1）也成立。

事实上，假设当 n=k（k逸2，k 为自然数）时式（1）成立，

即：Sk=a（1+r）k-Ar'（1+r）k-1-Ar'（1+r）k-2-…-Ar'（1+r）+

（k-1）Ar'成立，则根据式（2）可以得到：Sk+1=Sk（1+r）-kAr'r=

［a（1+r）k-Ar'（1+r）k-1-Ar'（1+r）k-2-…-Ar'（1+r）+（k-1）Ar'］

（1+r）-kAr'r=a（1+r）k+1-Ar'（1+r）k-Ar'（1+r）k-1-…-Ar'（1+r）

2+（k-1）Ar'（1+r）-kAr'r=a（1+r）k+1-Ar'（1+r）k-Ar'（1+r）k-1-

…-Ar'（1+r）+kAr'。可见，式（1）也成立。

综合（1）和（2），对一切自然数 n（逸1），式（1）都成立。

按 Sn 的定义，Sn=a+ Ri，则： Ri=Sn-a。于是，

Ri=A+nAr'-a可以改写为：Sn-a=A+nAr'-a，即：Sn=A+nAr'。

因为式（1）成立，所以有下面的关系式：a（1+r）n-Ar'（1+

r）n-1-Ar'（1+r）n-2-…-Ar'（1+r）+（n-1）Ar'=A+nAr'，即：a

（1+r）n-Ar'（1+r）n-1-Ar'（1+r）n-2-…-Ar'（1+r）=A+Ar。由

此，得到：

a= A
（1+r）n

+ Ar'
1+r

+ Ar'
（1+r）2

+…+ Ar'
（1+r）n

（3）

从式（3）中可见，折现率 r即为分期付息一次还本情况下

的实际利率。所以，在分期付息一次还本情况下，可以通过计

算式（3）中的 r 得到方法二的投资收益率。

因为一次还本付息的情况可以看成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

一个特例（各期支付利息为零）。此时，R1按以下方式计算：

R1=ar

R2=（a+R1）r

R3=（a+R1+R2）r

……

Rn=（a+R1+R2+…+Rn）r

在一次还本付息的情况下，由式（1）得：Sn=a（1+r）n。与分

期付息一次还本的情况同理，依据 Ri=A+nAr'-a，得：a

（1+r）n=A+nAr'。由此，可得：

a= A+nAr'
（1+r）n

（4）

从式（4）中可见，折现率 r为在一次还本付息情况下的实

际利率。所以，在一次还本付息情况下，通过计算式（4）中的 r

即可得到方法二的投资收益率。

从我们约定的Ri的计算方法可以看出，方法二实际上是

以复利形式计算各期投资收益（计提利息），在确认各期投资

收益时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即设利率为 r，计提利息的第

1期本金为债券初始入账金额 a；第 2期将第 1期的本金 a加

上第 1期末追加的本金R1-Ar'作为新的本金；第 3期将第 2

期的本金 a+（R1-Ar'）再加上第 2期末追加的本金 R2-Ar'

作为新的本金……依此按复利的形式计提各期利息。

由于方法二是按复利形式计提各期利息，所以我们将其

称为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的“复利方式”。

如果将债券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与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第

2期投资收益作一比较，即比较（a+ar）r与［a+（ar-Ar'）］r，会

发现两者的差异在于按复利形式进行计算时新的本金不同，

后者减去了已支付的利息 Ar'。

以上讨论的是在分期付息一次还本（一次还本付息作为

特例）的情况下，以复利方式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

的原理。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分期还本分期付息情况下，可以

按同样的原理进行分析，投资收益则按公式“每期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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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期初新的本金伊实际利率”计算。

二、与现行方法的比较

在现行方法中，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及投资收益

按以下公式计算：

持有至到期投资期末摊余成本= 期初摊余成本（初始确

认时为取得成本）垣本期按期初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的

利息原本期收回的本金和利息原本期计提的减值准备

每期投资收益=本期期初摊余成本伊实际利率

该方法可以称为计算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的“摊

余成本方式”。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复利方式中的年投资收益率 r就

是摊余成本方式中的实际利率。

将摊余成本方式中的摊余成本计算方法与复利方式中每

期新的本金计算方法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实质上是一样

的，只不过在计算的形式上有所不同。

设 a为初始投资，ai（i=1，2，…，n）为追加投资，Ak为第 k

期新的本金，即：Ak=a+ ai（k=1，2，…，n）。则在复利方式下计

算新的本金的形式为：Ak=a+ ai（k=1，2，…，n）。而在摊余成

本方式下计算摊余成本的形式为：Ak=Ak-1+ak（k=2，3，…，n）。

再比较一下两种方式投资收益的计算公式：每期投资收

益=本期期初摊余成本伊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方式）=本期期初

新的本金伊实际利率（复利方式）。可以看到，两者在实质与形

式上都是一样的。

三、示例

例 1：甲公司于 20伊1年 1月 1日以 754 3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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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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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的交易费用 12 000元。

例 1是一个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示例，实际利率为 6%。

在 Excel上以复利方式计算各期投资收益的公式设置及计算

结果见表 1和表 2。

表 1中的 ROUND为 Excel四舍五入函数。从表 1中的

公式设置可以看到，投资收益是按复利方式计算的。表 2中的

计算结果与现行方法相同。在表 1和表 2中还可以看到，只要

投资收益确定了，即可很容易地得到各期利息调整数据。

例 2：P公司于 20伊3年 1月 1日以银行存款 737 260元

购买了 S公司于当日发行的总面值为 800 000元、票面利率

为 5%、5年期的到期一次付息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持

有。债券利息按单利计算，于债券到期时一次支付。P公司还

以银行存款支付了购买该债券发生的交易费用 10 000元。

例 2 是一个一次还本付息的示例，实际利率为 6%。在

Excel上以复利方式计算各期投资收益的公式设置见表 3，相

应的计算结果见表 4。

在表 3中，计算投资收益的公式也是按复利方式设置的。

与表 1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因为是一次付息，所以每期在加上

追加投资时，没有像表 1中那样减去每期支付的利息。表 4中

的计算结果也与现行方法相同。

从表 1和表 3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复利方式计算投资收

益公式设置的规律性。以表 3为例，第 1期计算投资收益的基

数是 B2（B2单元格数据为初始入账金额），第 2期计算基数

是 B2垣B5（B5单元格数据为第 1期期末追加的本金），第 3期

计算基数是 B2垣B5垣B6（B6单元格数据为第 2期期末追加的

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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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值

800 000

期次（年）

1

2

3

4

5

入账金额

766 302

投资收益

=ROUND（B2鄢6%，2）

=ROUND（（B2+（B5-40000））鄢6%，2）

=ROUND（（B2+（B5-40000））+（B6-40000））鄢6%，2）

=ROUND（（B2+（B5-40000））+（B6-40000）+（B7-40000））鄢6%，2）

=（A2+A2鄢5%鄢5-B2）-B5-B6-B7-B8

面值伊5豫

越$A$2鄢5%

越$A$2鄢5%

越$A$2鄢5%

越$A$2鄢5%

越$A$2鄢5%

利息调整

=B5-C5

=B6-C6

=B7-C7

=B8-C8

=B9-C9

注：最后一期计算投资收益倒减

表 1

面值

800 000

期次（年）

1

2

3

4

5

入账金额

766 302.00

投资收益

45 978.12

46 336.81

46 717.02

47 120.04

47 546.01

面值伊5%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利息调整

5 978.12

6 336.81

6 717.02

7 120.04

7 546.01

表 2

面值

800 000

期次（年）

1

2

3

4

5

入账金额

747 260

投资收益

=ROUND（B2鄢6%，2）

=ROUND（（B2+B5）鄢6%，2）

=ROUND（（B2+B5+B6）鄢6%，2）

=ROUND（（B2+B5+B6+B7）鄢6%，2）

=（A2+A2鄢5%鄢5-B2）-B5-B6-B7-B8

面值伊5豫

越$A$2鄢5%

越$A$2鄢5%

越$A$2鄢5%

越$A$2鄢5%

越$A$2鄢5%

利息调整

=B5-C5

=B6-C6

=B7-C7

=B8-C8

=B9-C9

注：最后一期计算投资收益倒减

表 3

面值

800 000

期次（年）

1

2

3

4

5

入账金额

747 260.00

投资收益

44 836.60

47 525.74

50 377.28

53 399.92

56 601.46

面值伊5%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40 000

利息调整

4 836.60

7 525.74

10 377.28

13 399.92

16 601.46

表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