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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金融体系改革，债券市场和债券产品快速发展，拓

展了企业融资和投资渠道。债券品种增加，同时债券的分类也

日益模糊化，这使得债券投资的会计核算变得更为复杂。本文

运用比较法，从债券投资的分类、计量、减值及处置等方面进

行对比分析，让学生理解和掌握《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

并能正确地运用准则进行债券投资的会计核算，使投资企业

的财务报表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债券投资结构和财务状况

（投资收益）。

一、分类与重分类

债券投资的分类是其确认和计量的基础，分类的关键在

于如何确定分类标准。投资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应结合管理者

持有意图、自身业务特点和风险管理要求进行分类，但企业的

投资意图和能力发生重大变化时，之前的分类就应该加以改

变，重新进行分类（见表1）。

1. 相同点。淤债券投资在初始确认时的分类标准，均以

投资企业持有债券的目的或意图进行分类，而并非以债券的

长短期来划分。于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和可供出售债券投资

均具有公允价值，可以相互重分类。

2. 不同点。淤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的界定条件相对明

确，管理者意图可验证性较强；相比之下，交易性债券投资和

可供出售债券投资管理者持有意图则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

意性。于初始确认时，将某项债券投资划分为交易性债券投资

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债券投资；其他债券投资也不能重分类

为交易性债券投资。

3. 问题思考。淤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

债券投资是否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其既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也不属于会计估计变更，而应属于采用新的会计政策。于浮动

利率债券投资能否划分为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持有至到期

债券投资强调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是指可以不考虑债券

发行方不能偿还等风险，因此，浮动利率债券也可以划分为持

有至到期债券投资。

4. 内容拓展。

（1）为什么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在到期前处置或重分类，

在本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不得再将该债券划分

为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

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作为一种承诺，表示一种信用与能

力，对资产结果产生影响，从而对信息使用者作决策产生影

响；如果改变，则可能意味着违背承诺，必须做出合理的解析

才能免除惩罚。

（2）债券投资的不同分类对财务信息有什么影响？

债券投资划分为三大类的主要目的是对其进行不同的后

续会计处理。对于交易性债券投资，持有目的是为了短期价格

变动而获利，必须按公允价值后续计量，从交易日到结算日的

公允价值变动，应计入当期损益；但对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

尽管也按公允价值计量，但持有期间末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所有者权益；而持有至到期债券，公允价值变动不需确

认。其结果是，同一项债券投资划分为不同类别，在财务报表

中反映不同的财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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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债券投资的分类与重分类

淤拟短期内出售以赚取差价的债
券投资曰 于采用短期获利方式进
行管理且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投
资组合组成部分的债券投资曰盂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债券投资

到期日固定尧 回收金额固定或可
确定袁 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
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

淤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
售的债券投资曰 于持有期限介于
短期交易与持有至到期之间的债
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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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
债券投
资

可供出
售债券
投资

不允许与其他类
别的债券投资相
互重分类

符合条件的可供
出售债券投资可
以重分类为持有
至到期债券投资

因持有意图或能
力发生改变 袁应
重分类为可供出
售债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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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始计量

债券投资初始确认时，应按其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进行初

始计量。公允价值是指正常情况下债券交易双方自愿成交的

价格，即收取或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另外，企业取得债券时，

都会发生一些交易费用（手续费、佣金等），相关交易费用是否

计入初始确认金额，取决于债券投资的类别（见表2）。

1. 相同点。淤初始计量时，均按公允价值计量。于已到付

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利息，不计入到初始成本中，要单独确认为

“应收利息”。盂“持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成本”只反映债券投资面值；“持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利息调整”中不仅反映债券折溢价，还包括佣金、

手续费等，两者处理思路相同。榆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

债券投资在初始确认时，应当计算确定实际利率，并在预期存

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

2. 不同点。淤交易性债券投资相关的交易费用直接记入

当期损益科目（“投资收益”）；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与可供出

售债券投资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于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初始核算明细科目相

同，但总账科目不同。

3. 问题思考。为什么交易性债券投资的初始交易费用应

计入当期损益，而不计入初始确认金额？持有交易性债券的目

的是为了短期买卖套利，其公允价值变动是直接计入损益，交

易费用也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4. 内容拓展。债券投资按付息方式分为哪几类，在会计

核算中有什么区别？债券投资按付息方式可分为一次付息债

券和分期付息债券两类。一次付息债券是指到期日一次还本

付息的债券；分期付息债券是指分期付息、到期日一次还本的

债券。这两类债券的会计核算存在一定的区别：期末计息时，

一次付息债券的应计利息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或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应计利息”科目；分期付息债券的应计利息记

入“应收利息”科目。

三、后续计量

债券投资初始计量后，其公允价值或摊余成本会由于信

用和市场因素变化或时间推移而引起变动，所以有必要对债

券投资在各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后续计量，确定其新的公允

价值或摊余成本。三类债券投资的后续计量方法（见表3）。

1. 相同点。淤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

持有期间确认利息收入的方法相同，即采用实际利率法确认

当期利息收入，记入“投资收益”科目。于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

供出售债券投资资产负债表日均按公允价值计量。盂持有至

到期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摊余成本计算方法相同，

即：摊余成本=初始确认金额-累计摊销-减值损失-已偿还

本金。榆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不管是溢

价购入，还是折价购入，摊余成本终会回归于面值。

2. 不同点。淤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按摊余成本后续计

量，而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按公允价值后续

计量。于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的会计处理不同：交易性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

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可供出售债券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盂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其摊余成

本即账面价值。可供出售债券投资的摊余成本，只包含成本、

利息调整、应计利息和减值准备，不包含公允价值变动，即可

供出售债券投资的摊余成本不等于账面价值。榆可供出售债

券投资在资产负债表日，既要按摊余成本计提债券利息，又要

按公允价值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存在计量属性并存的现

象；且公允价值变动不影响摊余成本，即每期利息收益始终用

期初摊余成本乘以当初的内含报酬率来测算。

3. 问题思考。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均按

公允价值计量，它们有何区别？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

券投资均要求按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但是也有

一些不同：淤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取得时发生的交易费用应当

计入初始入账金额；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后续计量时公允价

值变动计入所有者权益；盂以外币计价的可供出售货币性债

券投资发生的汇兑差额应计入当期损益。

4. 内容拓展。交易性债券投资在出售时与持有期间所实

表 2 债券投资的初始计量

淤按公允价值计量曰于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渊野投资收益冶冤曰盂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
息袁确认为应收项目渊野应收利息冶冤

淤按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计量渊其中袁交易费
用计入野持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利息调整冶冤曰于已到
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袁 确认为应收项目
渊野应收利息冶冤遥

淤按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计量渊其中袁交易费
用计入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要要要利息调整冶冤曰于已
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袁确认为应收项目
渊野应收利息冶冤

表 3 债券投资的后续计量

淤按公允价值计量曰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得利和
损失渊即公允价值与野交易性金融资产要要要成本冶之
间的差额冤计入当期损益渊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冶冤曰
盂持有期间按票面面值和票面利率计算的利息计
入袁确认为野投资收益冶

淤按摊余成本计量曰于持有期间按期初摊余成本和
实际利率计算的利息计入袁确认为野投资收益冶袁按
票面面值和票面利率计算的应收利息袁确认为野应
收利息冶袁两者差额作为利息调整摊销额袁计入野持
有至到期投资要要要利息调整冶曰盂摊余成本=初始确
认金额-累计摊销-减值损失-已偿还本金

淤按公允价值计量曰于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得利和
损失渊公允价值与摊余成本之间的差额冤计入野资本
公积要要要其他资本公积冶曰 盂持有期间按期初摊余
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的利息计入袁确认为野投资收
益冶袁按票面面值和票面利率计算的应收利息袁计入
野应收利息冶袁两者差额作为利息调整摊销额袁计入
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要要要利息调整冶曰榆摊余成本=
初始确认金额-累计摊销-减值损失-已偿还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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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投资收益额如何计算？在计算交易性债券投资出售时的

投资收益额时，直接用净售价减去入账成本就可认定出售时

的投资收益。而计算其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需将三个环节的

投资收益加总：淤交易费用；于计提的利息收益时确定的投资

收益；盂转让时的投资收益。

四、减值

投资企业应遵循资产减值准则及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

则，在资产负债表日对除交易性债券投资以外的债券投资的

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债券投资发生减值，

应确认减值损失。减值损失不同于公允价值变动，它表现为显

著且长期性的价值减损，而不是其公允价值的短期性升跌。减

值会计处理见表4。

1. 相同点。淤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

均应当计提减值准备，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资产减值

损失”）。于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债券投资计提减

值准备之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债券价值上升，以原计提的

金额为限转回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即冲减“资产减值损

失”）。盂债券投资确认减值损失后，利息收入要继续确认，应

当按照确定减值损失时对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采用的折现

率作为利率和新的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算确认。

2. 不同点。淤交易性债券投资，因其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公允价值变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直

接体现在利润表中，所以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其他类别的债

券投资都要考虑计提减值准备。于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的减

值金额，按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与摊余成本比较确定；可供

出售债券投资的减值金额，按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比较确定，

两者计算方法不同。盂与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减值会计处理

不同的是，可供出售债券投资的减值核算不是通过“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总账科目，而是通过“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减值准备（或公允价值应变动）”明细科目核算。

3. 问题思考。

（1）可供出售债券投资按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为什么

要进行减值测试呢？

可供出售债券投资是长期资产而非短期资产，在资产负

债表中作为非流动资产列示，其公允价值变动未必能反映其

价值出现的长期严重下跌的状况，故公允价值变动核算和减

值的核算要区别开来。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

了资本公积，反映的在证券市场中正常的价格波动，通常是暂

时性的；但如果发生了非暂时性的、难以恢复的、大幅的贬值，

那么根据谨慎性原则，就必须在利润表中确认其永久性损失。

（2）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减值损失包括哪些方面？

两个方面：第一是前期确认的累计损失，即记入“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第二是本期的公允价值下

跌，即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科目的金额。

4. 内容拓展。可供出售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股票投资减

值损失转回，在会计处理上有什么不同？

对于已确认减值损失的可供出售债券投资，在随后的会

计期间公允价值已上升且在客观上与原减值损失确认后发生

的事项有关的，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记入当期损

益即冲减“资产减值损失”科目；可供出售股票投资原确认的

减值损失的不得通过损益转回，应记入所有者权益科目（“资

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五、处置

当企业不再拥有构成债券投资的合同权利的全部或一部

分，或者对其失去控制之时，就应当将该债券投资的全部或一

部分从相关会计记录和财务报表内加以转销，并根据取得价

款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交易得利或损失。会计处理见

表5。

1. 相同点。淤处置时，将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

认为投资收益。于处置时，将持有期间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

出售债券投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到当期损益（“投资收

益”）。盂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符合一定条件下可以重划分为

可供出售债券投资。

2. 不同点。淤债券处置时，交易性债券投资与可供出售

债券投资将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出的科目不同，交易性债券

投资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转出；可供出售债券投资从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转出。于处置时交易性债

表 4 债券投资的减值处理

不确认减值损失

淤减值损失=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低于当期
摊余成本的差额袁减记的金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袁计
入当期损益渊野资产减值损失冶冤曰于计提减值后袁债
券投资收益越现值伊实际利率渊即院新的本金伊旧利
率冤曰 盂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债券价值已恢复袁原
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以转回袁计入当期损益渊即
冲减野资产减值损失冶冤

淤减值损失=减值时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袁减记的金
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袁计入当期损益渊野资产减值损
失冶冤曰 于原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因公允价值下
降形成的累计损失袁也应当予以转出袁计入当期损
益渊野资产减值损失冶冤曰盂计提减值后袁债券投资收
益越公允价值伊实际利率渊即院新的本金伊旧利率冤曰
榆公允价值随后上升且客观上与原减值损失确认
后发生的事项有关的袁 原确认的减值损失应当予
以转回袁计入当期损益渊即冲减野资产减值损失冶冤

交易性债
券投资

持有至到
期债券投
资

可供出售
债券投资

表 5 债券投资的处置处理

淤处置时袁取得价款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
野投资收益冶曰于将持有期间产生的野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冶转入野投资收益冶

淤处置时袁售价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野投
资收益冶曰 于中途处置金额较大且不属于例外情况
时袁剩余部分要重分类为可供出售债券投资袁并以
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袁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
额计入资本公积

淤处置时袁取得价款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
野投资收益冶曰于将持有期间产生的野资本公积要要要
其他资本公积冶转入野投资收益冶

交易性
债券投
资

持有至
到期债
券投资

可供出
售债券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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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的投资收益与当期损益不同；可供出售债券投资投资

收益与当期损益相同。

3. 问题思考。交易性债券投资处置时为什么应将持有期

间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累计发生额转入“投资收

益”科目？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持有期间的未实现损益，一旦资产

处置，就变成了已实现损益，因此，要将其累计金额转入到投

资收益，以便通过“投资收益”科目来集中反映该项投资的整

体收益情况。

4. 内容拓展。将持有至到期债券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

债券投资时的会计处理与非投资性房地产转为采用公允价值

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的会计处理有何区别？

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规定将持有至到期债券投

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债券投资的，重分类日，该债券的账面价

值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其

他资本公积）科目，在该债券发生减值或终止确认时转出，计

入当期损益。

而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时，投资性房地产应当按照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计

量。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小于原账面价值的，其差额计入当期

损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转换当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原

账面价值的，其差额作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

计入所有者权益，其目的是防止企业调高利润。

【注】本文系常州工学院教研项目渊项目编号院J100807冤

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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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当辅助生产单位间相互提供费用较多时，采用交互分配

法进行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比直接分配法其结果更为合理。如

采用 Excel模型进行处理，将极大地减少计算工作量并且不

易出错。国内相关研究有不少，如肖琳（2010）探讨了如何运用

Excel VBA 建立辅助生产费用分配通用模型；王晓霜（2011）

探讨了如何利用 Excel 制作含交互分配法的辅助生产费用分

配模型。这些 Excel模型能很好解决交互分配法计算较繁琐

的问题，但均不能自动显示计算过程，不利于学习交互分配

法。本文将探讨如何在 Excel中建立交互分配法的教学模型。

二尧模型设计

本文以两个辅助生产车间为例探讨一次交互分配法的教

学模型设计。例：某企业有供水与运输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某

月待分配的辅助生产费用分别为 139 200元和 95 000元。供

水车间提供劳务量共计 139 200立方米，其中：运输车间 20 000

立方米，基本生产车间 100 000立方米，企业管理部门 10 000

立方米，专设销售机构 9 200立方米。运输车间提供劳务量共

计 100 000公里，其中：供水车间 2 000公里，基本生产车间

40 000公里，企业管理部门 10 000公里，专设销售机构 48 000

公里。要求以一次交互分配法进行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

本模型设计分为两大部分：已知条件输入模型和计算过

程及结果模型。已知条件输入模型主要实现的功能是便于输

入相关已知条件以及方便后面的引用。在计算过程及结果模

型中，是按教师授课的讲解顺序进行设计，即按交互分配法的

两大步骤：先交互分配再对外分配，每次分配结束编制相应的

会计分录。

（一）已知条件输入模型设计

已知条件输入模型主要是将已知条件在 Excel工作表中

恰当地表达，主要实现的功能是方便后面计算过程的引用与

自动生成，其次还要求能够方便教师修改输入的已知条件。为

此，本模型将待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和辅助生产车间劳务供应

量设计成两个表格。图 1是待分配辅助生产费用输入模型，图

辅助生产费用交互分配的EXCEL模型设计

戴华江

渊淮海工学院商学院 江苏连云港 222005冤

【摘要】辅助生产费用交互分配法的计算过程较为繁琐，而利用 Excel模型进行处理将变为简便。本文探讨了在 Excel

中建立辅助生产费用交互分配法的教学模型，利用该模型能够自动输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和相应的会计分录。

【关键词】辅助生产费用 交互分配法 教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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