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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息商业汇票期末计提利息时的会计处理

带息应收票据应在资产负债表日计提利息，并进行相应

的账务处理。关于应怎样进行账务处理，目前出现了两种不

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计提利息时，借：应收票据；贷：财

务费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计提利息时，借：应收利息；贷：财务

费用。

笔者认为，2007年1月1日首先在上市公司执行的《企业会
计准则》将应收票据归为金融资产里的“贷款及应收款项”，即

对非金融企业来说，其应收票据是金融资产里应收款项的一

部分。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里并没有对非金融企业
应收款项进行讲解，特别是带息应收票据的处理根本没提及，

但在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里提到，“贷款和应收款项，应当采

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计量”。关于“摊余成本”，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其计算公式是：摊余成本越初始确认金
额原已收回或偿还的本金依累计摊销额原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笔者认为摊余成本应用于金融资产，在金额上等于其账面价

值。对于应收票据来说，如果不考虑坏账准备，其账面价值应

等于账面余额，对于带息应收票据来说，其账面余额应等于商

业汇票的票面金额加上票据利息。

另外，2012年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
《会计》里也提到：“贷款和应收款项的会计处理原则，与持有

至到期投资大体相同”，我们知道持有至到期投资分为“分期

付息，到期还本”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两种，而带息应收

票据一般都是票据到期时才一次性支付，所以，笔者认为带息

应收票据计提利息时的会计处理应和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核算是一样的，即资产负债表日计提的利

息应计入应收票据的账面价值，而不应该是“应收利息”。至于

什么时候计提利息，笔者认为，如果每月利息金额大，不计提

会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根据重要性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应该按月计提，反之，就可以在季末或跨了半年末、年末再计

提利息。

在此笔者要说明的一点是，《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2006）》里根本就没有涉及带息应收票据的核算，其中有关应
收票据备查簿的规定是这样的：“企业应当设置‘应收票据备

查簿’，逐笔登记商业汇票的种类、号数和出票日、票面金额、

交易合同号和付款人、承兑人、背书人的姓名或单位名称、到

期日、背书转让日、贴现日、贴现率和贴现净额以及收款日和

收回金额、退票情况等资料，商业汇票到期结清票款或退票

后，在备查簿中应予注销”。而且，自《企业会计准则》颁布以

来，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以及会计职称考试用书中都没

涉及带息应收票据的核算。笔者认为，虽然我国带息商业汇票

很少，但也不是没有，相关会计准则还是应该对带息商业汇票

进行相应的规范。

二、带息应收票据到期无法收回款项时，转入应收账款金

额的确定

带息应收票据，无论资产负债表日计不计提利息，票据到

期收回的款项应该包括票据票面金额和利息。那么，如果带息

应收票据到期无法收回款项，应将其金额转入应收账款，那转

入的金额应是多少呢？是应收票据的票面金额，还是到期价

值？根据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应按应收票据的账面
余额（即包括票据金额和已计提的部分利息）转入。笔者不知

道为什么要按这样的金额转入，笔者认为票据到期，企业应该

收回的金额就应该是到期价值，按到期价值转入应收账款才

能够反映真实的会计信息。按照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平时如果不计提利息，是不是就应该按票面金额转入呢？笔者

认为还是应该按到期价值转入，即带息商业汇票无论平时计

不计提利息，到期无法收回款项时，转入应收账款的金额都应

该是其到期价值。

三、带追索权的带息应收票据贴现时，“短期借款”科目贷

记金额应为票据到期值

应收票据贴现是指持票人因急需资金，将尚未到期的商

业汇票背书转让给银行，银行受理后，从票据到期值中扣除按

银行的贴现率计算确定的贴现息后，将余额付给贴现企业的

业务活动。

对于带追索权的带息应收票据，票据到期时购货单位无

力支付票款时，贴现银行有权从贴现企业账户划款，贴现时贴

现企业应视作其向银行取得一笔短期借款。笔者认为，贴现本

质是企业的一种融资行为，可以看做是企业向银行的一种质

押贷款行为，票据到期值实质就是企业借款的本金，贴现利息

就是贷款的利息，因此带追索权的带息应收票据贴现时，“短

期借款”科目的贷记金额应该是票据到期值而不应该是票据

贴现时的账面价值。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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