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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余成本计算的差额回归法

黎 明（教授） 王莉群

（重庆理工大学会计学院 重庆 400054）

【摘要】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中的债券通常是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债券通常情况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一种是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方式。笔者根据金融工具中债券摊余成本核算的特点及两

种形式的债券核算摊余成本时的不同，设计出了更便捷、更有效的摊余成本计算方法——差额回归法，并通过实例

具体解读了差额回归法的核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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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中债券摊余成本的核算方式一般是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对摊

余成本的规定来进行核算。债券根据偿还方式的不同分

为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以及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两种

形式，两种形式下债券的摊余成本的核算方式是不同的。

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中对摊余成本的规定来进行计算，计算时容易混淆利息

调整摊销额与期末摊余成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核算

出错。因此在不考虑所得税、减值损失及提前赎回的情况

下，笔者通过实例进行分析，设计出核算摊余成本时的可

以共用的核算方法——差额回归法。

一、现行会计准则下摊余成本核算的缺陷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规定，摊余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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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规定下计算摊余成本时容易混淆和算

错，具体如下：

1. 累计摊销额容易计算出错。现行会计准则规定，在

两种形式的债券中，应计利息和应收（付）利息都是按照

票面金额和票面利率算出来的，每期的摊销额计算方式

是一致的，因此累计摊销额算法一致。然而在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方式下，每期应计利息没有收到，只是计提，因此

此时累计摊销额应等于期初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的累

计金额，即实际应收到的利息收入或者是实际应支付的

利息费用。

2. 每期摊余成本无法准确确认。准则中规定摊余成

本计算时，加上或减去累计摊销额，但是并没有解释清楚

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减。在溢价销售（发行）和折价销售

（发行）债券时，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债券和到期一次

还本付息债券的摊余成本的算法是不同的，并且区别很

大。例如属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债券，当企业购入的是溢价销售的债券时，则应该是减去

累计摊销额；当企业购入的是折价销售的债券时，则应该

加上累计摊销额；而对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企业

无论购入溢价销售的还是折价销售的债券，都是加上累

计摊销额。

二、摊余成本核算法——差额回归法

1. 差额回归法具体核算思路。

一是分期付息，一次到期还本债券。债券期初摊余成

本与债券的面值有差额时，期末摊余成本向着债券的面

值不断接近、不断回归。期末摊余成本的核算公式为：

①当期初摊余成本小于债券面值时，期末摊余成本=期初

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②当期初摊余成大于债券面值

时，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

二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债券期初摊余成本与

债券的面值有差额时，无论期初摊余成本是否大于债券

面值，期末摊余成本都向着债券的面值与利息收入总额

（或利息费用总额）之和不断靠拢、不断回归。摊余成本核

算公式：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

2. 差额回归法的优点。差额回归法的思路是根据金

融工具两种形式的债券（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和到期

一次还本付息）摊余成本核算的特点，分别设计核算方

法，并根据摊余成本与债券面值及利息收入或费用之间

的关系设计核算公式。这样，核算公式更加清楚明了，避

免了因混淆应计利息和应收（付）利息之间的关系而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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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摊销额，也同时理清了摊余成本与累计摊销额之间

的关系。

三、两种方法的核算步骤及计算结果对比

例1：2012年1月1日，甲公司从证券市场购入面值总

额为 1 000万元的债券。购入时实际支付价款为 967.5万

元。债券发行日为 2012年 1月 1日，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的债券，期限为三年，票面利率为 4%，实际利率为 5%。甲

公司将该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

此题的会计处理如下：企业购入债券时，借：持有至

到期投资——成本1 000；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

整32.5、银行存款 967.5。每期期末（除了最后一期）时：借：

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持有至到期投资——利

息调整；贷：投资收益。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看出，差额回归法核算步骤更加

简单快捷。

两种方法为何计算结果的不一致呢？其实在会计分

录的处理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根据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

无法正确计算累计摊销额。此题的每期累计摊销额不是

分录中的利息摊销额，而是期初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的金额，累计摊销额十分容易算错，自然无法正确计算期

末摊余成本。但是根据差额回归法，此种情况下期初摊余

成本<债券面值+应计利息总额，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

余成本+差额回归值，而差额回归值就是投资收益与现金

流入的金额，前两年现金流入为 0，最后一年现金流入为

本金和五年的应收利息总额，在此核算方法下摊余成本

计算结果正确，并且不容易出错。

四、差额回归法的具体应用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1. 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方式的债券摊余成本的

核算。

例2：2012年1月1日，A公司从证券市场购入面值总

额为 2 000万元的债券。购入时实际支付价款为 2 088.98
万元。债券发行日为2012年1月1日，是分期付息、到期还

本债券，期限为五年，票面利率为 5%，实际年利率为 4%，

每年 12月 31日支付当年利息。A公司将该债券作为持有

至到期投资核算。

此种情况下，期初摊余成本大于债券面值，期末摊余

成本=期初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前四年的差额回归值

=投资收益与现金流入的差额，最后一年的差额回归值=
当年期初摊余成本。前四年现金流入=每期收到的应收利

息，最后一年的现金流入=当年的应收利息+本金。

例3：2012年1月1日，A公司从证券市场购入面值总

额为 1 000万元的债券，购入时实际支付价款为 879.6万

元。债券发行日为2012年1月1日，是分期付息、到期一次

还本债券，期限为五年，票面利率为 5%，实际利率为 8%，

每年 12月 31日支付当年利息及每期的本金。A公司将该

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

此种情况下，期初摊余成本<债券面值，期末摊余成

本=期初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前四年的差额回归值=
投资收益与现金流入的差额，最后一年的差额回归值=当

年期初摊余成本的负值。前四年的现金流入=每期收到的

应收利息，最后一年的现金流入=当年的应收利息+本金。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的债券摊余成本核算。

2012年1月1日，甲公司从二级市场购入乙公司同日

发行的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以银行存款支付价款

521.64万元。该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年利率为6%，实际利

率为 5%，到期日为 2015年 1月 1日，A公司购入债券的面

值总额为500万元。甲公司购入后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

投资。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第四步

会计准则下的方法

确定期初摊余成本

计算出应计利息

计算出投资收益

计算出累计摊销额，从
而算出摊余成本

差额回归法

确定期初摊余成本

此题属于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
式，计算出差额回归值，差额回
归值=投资收益

根据公式计算期末摊余成本

两种方法的摊余成本核算步骤对比表

计算公式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会计准则规定
下的计算结果

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
余成本+累计摊销额-已
偿还的本金

975.88（967.5 + 967.5 ×
5%-1 000×4%）

984.67（975.88+975.88×
5%-1 000×4%）

0

差额回归法的计算结果

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
成本+差额回归值（此题
中，债券期末摊余成本向着
债券的面值与利息收入总
额之和不断回归和靠拢）

1 015.88（967.5+967.5×5%）

1 066.67（1 015.88+
1 015.88×5%）

0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对比表

时 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期初摊余成本
①=上期的③

2 088.98

2 072.54

2 055.44

2 037.66

2 019.16

差额回归值=投资收益
和现金流入的差额②

16.44（2 000×5%-
2 088.98×4%）

17.1（2 000×5%-
2 072.54×4%）

17.78（2 000×5%-
2 055.44×4%）

18.50（2 000×5%-
2 037.66×4%）

2 019.16∗

期末摊余成本
③=①-②
2 072.54

2 055.44

2 037.66

2 019.16

0

注：单位为万元，带∗的数字含有尾数调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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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情况下期初摊余成本<债券面值+应计利息总

额，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前四年的

差额回归值=投资收益与现金流入的差额，最后一年的差

额回归值=当年期初摊余成本的负值。前四年现金流入为

0，最后一年现金流入为本金和五年的应计利息总额。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

本方式债券摊余成本核算

A公司在 2012 年 1 月 1 日，从二级市场购入B公司

同日发行的债券 10 000份，每份面值 1 000 元，票面年利

率为4%，实际利率为 3%。该债券期限为3年。A公司支付

价款包括交易费用共 1 028.244万元，此债券是每年年末

支付利息，到期时一次性偿还本金。A公司将其划分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假设其公允价值没有发生变化。

此情况属于期初摊余成本>债券面值，期末摊余成本

=期初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前四年的差额回归值=投

资收益与现金流入的差额，最后一年的差额回归值=当年

期初摊余成本。前四年现金流入=每期收到的应收利息，

最后一年的现金流入=当年的应收利息+本金。

（三）应付债券分期付息、到期一次还本方式下的摊

余成本核算

2012年1月1日，A公司发行3年期分期付息、一次还

本的公司债券 200万元，债券的利息费用在每年支付，票

面利率为 5%，实际利率为 6%，实际的发行价格为 194.65
万元。

此情况属于期初摊余成本大于债券面值，期末摊余

成本=期初摊余成本-差额回归值。前四年的差额回归值

=财务费用与现金流出的差额，最后一年的差额回归值=
上一期的摊余成本。

前四年现金流出=每期支付的应付利息，最后一年的

现金流出=当年的应付利息+本金。

五、结束语

一般情况下，金融资产或负债的摊余成本等于其账

面价值，例如：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就是账面价

值。当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债务工具公允价值不变时，摊余

成本也就是账面价值，只有正确计算出摊余成本，才能正

确记录相关金融资产或者是金融负债的账面价值，才能

正确核算企业资产和负债。

摊余成本或账面价值均不属于《企业会计准则——

基本准则》规定的五种会计计量属性之一，但是摊余成本

体现了实际利率法摊销的动态过程，通过正确计算摊余

成本才能够计算出下一期的利息调整；通过正确计算摊

余成本，才能计算出投资收益或者是财务费用等损益类

科目，这对于利润表的编制是非常重要的。

差额回归法主要基于期初摊余成本在摊销的过程中

不断向债券面值或者是债券面值与利息收入（或利息费

用）之和不断接近、不断回归的规律设计形成。差额法规

避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中规定的摊余成本算法的模糊性，并且适用于金融

工具中的两种形式债券摊余成本的计算，能够使得摊余

成本的算法更为清晰、有效。另外，对于贷款、应收账款以

及长期借款的摊余成本，仍然可以参考差额回归法进行

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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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期初摊余成本
①=上期的③

521.64

547.72

575.11

差额回归值=投资收益
和现金流入的差额②
26.08（521.64×5%-0）

27.39（547.72×5%-0）

-575.11∗

期末摊余成本
③=①+②
547.72

575.11

0

注：最后一年的差额回归值=当年期初摊余成本的负值。

时 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期初摊余成本
①=上期的③

1 028.244

1 019.09

1 009.66

差额回归值=投资收益
和现金流入的差额②

9.15（1 000×4%-
1 028.244×3%）

9.43（1 000×4%-
1 019.09×3%）

1 009.66∗

期末摊余成本
③=①-②
1 019.09

1 009.66

0

时 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期初摊余成本
①=上期的③

194.65

196.33

198.11

差额回归值=财务费用
和现金流出的差额②

1.68（194.65×6%-200×5%）

1.78（196.33×6%-200×5%）

198.11∗

期末摊余成本
③=①-②
196.33

198.11

0

注：最后一年的现金流出=当年的应付利息+本金，因

此最后一年的差额回归值=上一期的摊余成本。

注：最后一年的差额回归值=当年期初摊余成本的负值。

时 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期初摊余成本
①=上期的③

879.60

899.97

921.97

945.73

971.39

差额回归值=投资收益
和现金流入的差额②

20.37（879.6×8%-
1 000×5%）

22.00（899.97×8%-
1 000×5%）

23.76（921.97×8%-
1 000×5%）

25.66（945.73×8%-
1 000×5%）

-971.39∗

期末摊余成本
③=①+②
899.97

921.97

945.73

971.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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