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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型账户是会计账户的简单格式，在会计实务中我们可

以借助T型账户直观地展示出该账户的借贷方发生额及余

额，并且可以利用多个会计账户的T型账户展示出有关经济

业务的账务处理过程。在会计教学中，T型账户使得复杂的经

济业务用图形的方式展示出来，对于编制会计分录、明确会

计账户的联系、理顺会计数据的流转具有很大的帮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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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期间的收益确定及溢折价的摊

销成了其会计核算过程中最大的难点，而利用T型账户可以

使得其会计核算过程变得易学易懂。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分录

通常情况下，能够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

主要是债权性投资，其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与其他类别金融

资产比较存在显著差异。笔者以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为

例，其主要的会计分录如下所示：

1.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初始计量。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面值）、——利息调整（差额，也可能在贷方）、——

应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实际付款中包含的利

息），应收利息（实际支付的款项中包含的利息）；贷：银行存

款等。

2.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后续计量。借：应收利息（分期付息

债券利息=债券面值×票面利率×债券期限），持有至到期投

资——应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票面利率计算的

利息）；贷：投资收益（利息收入=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差额，也可能在借方）。

3.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出售。借：银行存款等，持有至到期

投资减值准备；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利息调

整、——应计利息，投资收益（差额，也可能在借方）。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核算分析

在整个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核算过程中，最大的难点

有两个：①持有至到期投资在其持有期间投资收益的确定，

很多人对于摊余成本难以确定；②溢折价摊销的会计分录的

编制，即“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发生额及借贷

方难以确定。

1. 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的内涵。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三条，金融资产或

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是指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

认金额经下列调整后的结果：①扣除已收回或偿还的本金；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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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扣除已发生

的减值损失（仅适用于金融资产）。

即：摊余成本=初始确认金额-已收回或偿还的本金±累

计摊销额-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分设“成本”、“利息调整”、“应计

利息”等进行明细核算。假设不考虑本金的收回以及资产减

值等因素，那么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金额就是“成

本”、“利息调整”、“应计利息”等明细账户的账面余额之和。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画出“持有至到期投资”各

明细账户及“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的T型账户，并在每

个资产负债表日结出其余额，就能轻松得出摊余成本。

2. 正确认识“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在持

有至到期投资初始形成的时候，实际支付的款项（包括交易

费用，扣除款项中包含的应收而未收的利息）与债券面值之

间的差额形成了“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的初

始金额。也就是说，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持有人的实际投入金

额与名义投入金额（即面值）存在的差异值，而这个差异值会

造成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实际利率和票面利率的差异。所谓

“利息调整”调整的是实际利息和名义利息之间的差异。

这个差异值在会计核算中我们通常称为持有至到期投

资初始成本与面值的溢折价，但是在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到期

日，债券持有人是按照债券面值获得本金的。那么这个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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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折价会在未来期间被摊销，其摊销就是通过“持有至到

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实现的。因此，持有期间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的发生额方

向与初始余额方向相反，直至“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账户余额摊销至零，其发生额就是名义利息收入与实际

利息收入（投资收益）之间的差额。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可以通过“持有至到期投资——利

息调整”的T型账户，判断其后续计量过程中的发生额方向是

否与初始余额方向相反，并保证其期末余额为零。这样也可

以检验我们会计分录编写是否错误。

三、T型账户运用举例

在大部分教材中对于摊余成本及投资收益的确定均是

采用实际表格的形式展现，而其中的计算过程学生又不容易

掌握，但是利用T型账户示意图就显得直观易懂。把每期的发

生额及时登记进T型账户并结出账户余额，可以让我们很容

易求出摊余成本和每期溢折价的摊销额，下面就通过一个简

单的例子给大家展示其应用过程。

例：A公司于 2011年 1月 1日自证券市场购入同日发行

的面值总额为 2 000万元的债券，并将其作为持有至到期投

资核算。A公司购入时实际支付的价款为2 045.51万元，另支

付交易费用10万元，该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年利率为5%，利

息每年年底支付，到期还本。每年12月31日支付当年利息。

分析：A公司会在连续3年的每年年末获得100万元的现

金流入，第三年年末会获得 2 000万元现金流入，由 100×（P/

A，r，3）+2 000×（P/F，r，3）=2 045.51+10=2 055.51，可以得出

其实际利率 r为4%。

（1）2011年1月1日，购入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

本（面值）20 000 0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555 100；

贷：银行存款20 555 100。

（2）从右图可以看出，2011年1月1日，“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账户借方余额为 2 000 万元，“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账户借方余额为 55.51万元，持有至到期投资

年初摊余成本为 2 055.51 万元，2011 年度实际利息收入为

2 055.51×4%=82.220 4（万元）。

2011 年 12 月 31 日，借：应收利息（面值×票面利率）

1 000 000；贷：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22 204，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倒挤）177 796。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贷：应收利息1 000 000 。

（3）从右图可以看出，2011年12月31日，“持有至到期投

资——成本”账户借方余额为 2 000万元，“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账户借方余额为37.730 4万元，则持有至到期

投资2012年初摊余成本为2 037.730 4万元，2012年度实际利

息收入=2 037.730 4×4%=81.509 216（万元）。

2012年12月31日，借：应收利息（面值×票面利率）1 000 000；

贷：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815 092.16，持有至

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倒挤）184 907.84。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贷：应收利息1 000 000。

（4）从下图可以看出，2012年12月31日，“持有至到期投

资——利息调整”账面借方余额为19.239 616万元，即为2013

年的溢价摊销额；实际利息根据票面利息减溢价摊销额确定。

2013年12月31日，借：应收利息（面值×票面利率）1 000 000；

贷：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807 603.84，持有至

到期投资——利息调整（年初余额）192 396.16。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贷：应收利息 1 000 000。借：银行存款 20 00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20 000 000。

从上述解题过程中，我们看出借助T型账户图形，可以直

观地求出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的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

本，从而确定每一个会计年度的投资收益及溢折价的摊销

额，顺利完成各种业务处理。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出，与持有至

到期投资直接相关的有关账户余额最后均结转为零，代表该

资产已经被完全处置。

四、小结

本文借助T型账户直观地展示出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持有

期间各相关明细账户金额的变化，帮助财会人员轻松求出持

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从而进一步确定每个期间的投资

收益及溢折价的摊销金额，为编写相关会计分录提供了方

便。其实T型账户可以广泛应用于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特别

是涉及相关账户比较多的业务处理的时候，利用T型账户更

是可以帮助财会人员理清思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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