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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程度不高。这一影响在审计丑闻发生时十分常见。因为

审计丑闻的出现，导致需求方失去对于审计主体声誉程

度的信任，在决策过程中不再相信各种市场声誉信息，由

此主体声誉失去其选择指导价值。

3. 审计声誉成本的影响因素。从现实情况来看，声誉
成本中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的是机会成本，即提供低质

量审计产品、实施各种违规审计行为时的额外经济收益。

具体来看，审计失信处罚情况能够有效影响额外经济收

益，成为声誉机制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具体影响机理来看，当处罚机制越健全时，发现违

规行为概率较高、处罚规模较大，由此违规行为的额外净

收益较小，声誉资产的机会成本较小，导致审计主体更加

倾向于投资声誉资产。各种审计行业监督管理措施能够

影响违规审计行为发现概率，而各种处罚规定则直接决

定违规处罚规模大小。由于我国审计市场发展时间较短，

各种监管和处罚措施尚不完善，如相关管理部门对违法、

违规的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处罚较轻，处罚手段以警告、

没收违法收入、罚款、通报批评和暂停执业资格为主，而

民事诉讼情况较少。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计主体

决策和审计声誉制度运行。

五、启示

目前我国审计市场建设还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阶

段，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由于法律制度建设、

市场主体规模大小、政府市场管理等因素，导致审计主体

对于声誉资产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出现偏差，不愿意继续

进行声誉投资。因此，未来应该从加强审计准入制度管

理、加强声誉信号传递机制建设、健全处罚制度、完善上

市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出发，进行相应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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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摊余价值审计模型与算法研究

张 莉（博士） 刘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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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债券投资摊余成本的确认与计量直接影响财务报告的信息质量。为了有效控制审计风险，验证债券业

务系统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采用平行模拟的审计方法，建立了债券投资摊余价值审计模型，设计了基于SQL的嵌套
迭代算法，并用一组测试数据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实现审计线索的精准定位。在某省商业银行债券投资审计中的

实例应用，发现了被审计单位摊余价值分类错误、计算错误导致的收入低估。对债券投资业务的海量数据式审计实

务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债券投资 摊余价值审计 平行模拟审计模型 嵌套迭代算法

一、问题的提出

在对金融、证券等行业的审计中，债券投资业务常是

最重要的业务环节。随着被审计单位信息技术的日益变

化，审计人员面临的 IT审计风险凸现。从业务层面分析，
债券投资审计的重大错报风险往往体现在系统控制风险

和审计检查风险上。

首先，资金管理系统的数据经由不同操作员录入核

心业务系统，系统间的数据传递存在非技术控制风险，存

在错报且没有被内部控制及时防止、发现和纠正的可能

性。其次，债券投资种类多、利率复杂、购买日与交割日各

异，可能存在某一认定错报，该错报单独或连同其他错报

是重大的，但注册会计师未能发现这种错报的可能性。尤

其是对各债券实际利率、摊余成本的实质性测试更为重

要，采用适当的审计方法以有效降低检查风险是审计人

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审计人员如何验证债券投资业务报表数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完整性，如何保障债券投资原始数据、过程数

据、结果数据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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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金融审计实践中对债券投资数据审计时，常

采用逆查法、流程法、关键数据复核法、复算法等测试方

法。宜保华（2013）等提出了对债券投资成本、溢折价摊
销、收益计量确认的复算法对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张

莉（2012）设计了商业银行信息系统控制测试底稿在实践
中有一定的实用价值。郁玉环（2010）利用EXCEL计算债
券“非整数计息期”的实际利率和摊余价值，这种方法方

便快捷，对于少量的债券投资业务可快速完成。这些研究

成果有效地指导了商业银行审计实践。但总体而言，债券

投资审计的研究成果较少，技术方法也有不足：

1. 利用EXCEL等工具进行复算，从审计人员视角常
常会将每一笔投资的买入与卖出一一对应进行测试，以

确定当期摊余价值及应计利息。而实际业务中，债

券交易信息系统会存储债券基本信息表、债券交

易信息表两张二维表，所有债券的买入、卖出交易

均是分为多条记录存储的，这种存储模式造成审

计人员按照常规审计方法很难计算每只债券的摊

余价值及应计利息。

2. 进行实质性测试时往往抽取部分测试数
据，很难覆盖到全部的、海量的交易数据，容易因

审计抽样的方法、样本的选择而产生审计风险，且

对列报的完整性审计困难。

3. EXCEL计算债券的实际利率，由于付息日
不同，现金流和实际利率需要根据交易业务单独

测算，需逐笔计算每笔投资业务的摊余价值，批量

处理困难。

4. 由于信息系统内部控制的复杂性，债券投
资的数据从业务系统、财务系统到报表要经过多

个部门、多个环节，各系统间数据传递的真实性、

完整性常被忽略，且往往审计人员对金融机构、证

券行业的信息系统本身并不熟悉，更多地将审计

重点放在对财务数据的关注上，对处理海量数据

的计算机应用系统本身控制参数的合理性、计算

方法准确性的审计更容易被忽略。

为了有效控制审计风险，有必要对债券投资

业务流程、涉及到的信息系统间的数据流程进行

梳理，基于债券投资业务整体建立计算机辅助审

计模型，设计合理的算法进行审计。

三、债券摊余价值平行模拟审计模型

为了实现批量审计SERVER债券投资摊余价
值的估价准确性认定，本文基于 SQL SERVER设
计了平行模拟审计方案。

在审前调查阶段，审计人员应先分析债券投

资业务流程：金融机构进行债券投资时，需要由投

资部门负责通过资金管理系统办理、复核并生成单据，由

部门领导或行领导审批后，由结算部门记账，将数据传递

到核心业务系统或数据仓库，生成报表。根据业务流程，

审计人员可绘制业务流程图，并分析出关键业务。

在审计计划阶段，审计人员应根据业务流程绘制数

据流程图；根据关键业务分析关键数据，确定相应的审计

人员及审计数据获取方案。

在审计实施阶段获取关键数据，商业银行的债券投

资需要备份被审计单位原始债券业务数据（包括基本信

息表和债券交易表）以及被审计单位账面债券价值数据

（业务清单表），了解并详细分析数据间的逻辑关系，结合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利用 SQL SEVER进行平行模拟，
建立平行模拟审计模型（如下图所示）。

债券投资计算机辅助审计平行模拟测试模型

被审计单位原始数据

数据整理/准备被审计单位
信息系统

基础信息表 交易信息表

债券账面价值表 现金流表

现金时间表

是否成功读取数据

嵌套迭代

插入临时表
本只债券数据

是否成功读取
临时表数据

循环

插入实际利率
计算临时表

被审计单位
账面数据 实际利率表

摊余成本表

自动比对 审计测试结果表 测算差额表 结束

折溢价表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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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准确计算全部债券的投资收益，必须计算每只

债券的溢折价、实际利率、审计截止日的现金流，从而确

定全部债券的审计截止日的摊余价值和应计利息。因此，

平行模拟审计模型首先建立实际利率测试模型，计算债

券的实际利率；其次计算债券交易的现金流；最后计算测

试日（审计截止日）交易债券的摊余成本；最终将被审计

单位数据与平行模拟测试数据进行自动比对，计算错报

金额，发现疑点并逐一落实取证。平行模拟审计方案从全

局关注所有交易数据，从而避免审计抽样带来的检查风

险。

1. 实际利率计算模型。债券的折溢价采用实际利率
法来摊销。当债券初次买入时、债券逆回购或正回购做起

息交易时，需要计算实际利率，或是当已有债券再次买入

时、浮息债每次更新利率时，需要重新计算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批量审计模型根据债券基本信息（或回购

合同信息）来计算未来其预计的现金流，并计算该未来现

金流量折现为债券当前账面价值（或回购融资金额）所使

用的利率以确定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模型：

（1）

其中：rate=实际利率；d1=第 0个支付日期（买入日
期）；di=第 i个支付日期；Pi=第 i个现金流入金额；现金流
系列中必须包含至少一个正值和一个负值。

首次支付与投资开始时的成本有关并是可选的，初

始投资时的现金流为账面价值（即买入时的净价总额），

必须是负值。所有后续支付都基于 365 天/年贴现。
2. 现金流计算模型。债券投资中债券计息方式分为

固息债（固定利息的债券，利率为票面利率）和浮息债。为

概化模型，仅以固息债为例进行模型设计。

现金流模型：

Pi = P0 + P ×R× Di

12 - Ir （2）

其中：Pi=第 i期现金流；R=票面利率；Di=第 i期的付
息周期；

当 i=1时，P0=P=面值；Ir=应计利
息；

当 i ≠ 1时，P0=0；Ir=0；
第一期现金流金额为每期付息额

减当前应收利息。

3. 摊余价值计算模型。债券现值
为债券的当前摊余成本，即面值加利

息调整（借方为正，贷方为负）。《企业

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中明确了金融资产的摊余成

本，是指该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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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余价值模型：

（3）
其中：Vt=某项金融资产第 t期摊余价值；Vt-1=某项金

融资产第 t-1期摊余价值；P=面值；rate=实际利率；d1=第
0个支付日期（买入日期）；di=第 i个支付日期；Lt=第 t期
累计发生的减值损失。

4. 摊余价值比较。将被审计单位账面该项金融资产
的摊余价值，与通过债券投资平行模拟模型计算出的某

项金融资产审计截止日的摊余价值进行比较，发现被审

计单位可能的错报金额，再进一步进行落实取证。

摊余价值比较模型：

△v=Vz-Vt （4）
其中：△v=审计截止日某项债券的账面摊余价值与

实际测算价值的差；Vz=审计截止日被审计单位账面摊余
价值；Vt=审计截止日债券测算得到的摊余价值。

基于SQL SERVER平行模拟的审计模型可处理批量
债券投资的摊余价值，有利于审计现场快速发现审计疑点。

四、实证应用

为了验证基于 SQL SERVER平行模拟法的有效性，
在某商业银行债券投资业务审计中，根据被审计单位债

券业务系统的控制逻辑，获取其关键数据：基础债券信息

表、交易信息表、业务清单三张表。数据采集时可根据被

审计单位数据库类型与审计人员具备的条件进行分析，

如审计人员具备被审计单位业务系统相同的数据库版

本，可直接采集数据库文件；如不具备相同环境，可采集

文本文件或EXCEL数据格式，再将其导入审计人员所具
备的数据库中。

本次实证采集了被审计单位某银行近三年交易债券

的全部基础信息表、交易信息表及业务清单三张表（主要

字段及数据类型如表 1 ~ 3所示）。该数据文件为TXT格
式，将其导入SQL 2008数据库中，并进行数据校验。

Vt = Vt - 1 + P( )1 + rate
di - d1

365 - Lt

0 =∑
i = 1

n Pi

( )1 + rate
di - d1

365

债券
代码

100001

080225

100002

038017

1080005

债券简称

10附息国01

08国开25

10附息国02

03信债(1)

10南债01

发行日期

2010-1-27

2008-12-15

2010-2-3

2003-12-12

2010-1-21

付息方式

附息式固定利率

附息式固定利率

附息式固定利率

附息式固定利率

附息式固定利率

付息
周期

12

12

6

6

12

票面
利率

2.01

1.98

3.43

4.5

4.37

起息日

2010-1-28

2008-12-18

2010-2-4

2003-12-12

2010-1-22

到期日

2012-1-28

2015-12-18

2020-2-4

2013-12-12

2017-1-22

债券
期限

2年

7年

10年

10年

7年

表 1 基础债券信息表

注：此表记录各种债券的具体详细基本信息，数据来源于某商业银行债券

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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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采集与整理

数据采集后将表1 ~ 3的数据导入SQL sever 2008，在
转换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如“债券代码”字段类型，若以

“0”或字母开头的，需注意在导入过程中要保持原来数据
的真实和完整性。由于债券代码是以字符形式存储的，有

些以“0”开头的债券代码在导入过程中容易造成数据丢
失，因此需在导入过程中进行映射处理，将数据类型设为

“nvarchar”；也可在导入前将EXCEL数据进行字符化处理
后再导入。

（二）算法设计

为了更快速地核实被审计单位债券摊余价值计算的

准确性和完整性，采用SQL server进行数据处理和算法实
现。首先设计了折溢价表、现金流表、现金时间表、实际利

率表、摊余成本计算表、测试结果表等审计中间表。其次，

利用游标设计嵌套迭代算法，按照债券审计模型分折溢

价、现金流、付息日、实际利率、摊余价值等六步骤进行审

计测试。最后计算出审计测试结果与被审计单位数据计

算差额。

为了更好地展示算法实现过程，下文将该商业银行

数据在实证测试中的过程用部分数据进行展示。

1. 折溢价算法。折溢价表用于记录一次交易的折价/
溢价/平价的具体情况，包括债券代码、折溢价及序列号
两个字段。折溢价测试存储过程针对每一只债券的一次

交易，从交易信息表中获得数据，根据折溢价公式计算出

折、溢价，存入折溢价表中。

2. 现金流算法。首先，建立现金流
表，包括债券代码、第一期摊余成本、第

一期现金流、中间期现金流、最后一期现

金流及序列号六个字段。其次，建立存储

过程，针对每次交易，从交易信息表和基

础信息表中获取数据，计算出该债券以

后各期的现金流，最后存入现金流表中。

其中交易信息表和基础信息表是通过公

共字段“债券代码”相互连接。执行存储

过程计算出每只债券的未来各期现金

流，并存入现金流表。

3. 付息日现金流算法。为了测试付息日全部债券的
现金流，需计算每只债券每一个付息日的现金流。算法如下：

（1）建立单只债券的现金时间表。此表主要记录每个
债券交易的付息日，现金流和序列，其中，序列0代表第一
期摊余成本，1代表第一期现金流，2 ~ n-1期代表中间期
现金流，以及最后一期现金流对应序列n。

在现金时间表中，每一债券代码都是从序列0到序列
n排序且连续不中断（某债券的实例如表 4）。债券代码和
序列两个字段值可以唯一标识出此债券具体某个付息日

的现金流。

（2）建立存储过程，用于自加循环。根据计算公式“付
息日=上一付息日+付息周期相隔天数”，计算出每只债券
的付息日和对应的现金流，并存入现金时间表（表5）。

债券名称

10附息国债1

10附息国债1

08国开25

10附息国债02

03中信债（1）

10南网债01

债券种类

国债

国债

政策性银行债

国债

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

中央企业债

交易净价

99.56

99.56

100

101.24

100

95.86

交易
全价

100.95

100.90

101.48

101.90

101.5

99.04

券面
总额

1 000

1 000

10 000

3 500

5 000

5 000

交割日

2010-10-8

2010-9-28

2010-9-17

2010-10-14

2010-10-12

2010-10-15

投资
组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交易
方向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序列
号

1

2

5

2

5

2

表 2 交易信息表

债券代码

038017

080225

080310

100001

100002

100024

1080005

日期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摊余成本

99 991 122.73

199 990 808.02

197 296 572.87

19 994 619.04

70 802 620.33

199 999 143.35

96 822 290.62

折溢价余额

-8 877.27

-9 191.98

-2 703 427.13

-5 380.96

802 620.33

-856.65

-3 177 709.38

表 3 业务清单表

注：此表记录债券交易信息，由于同一只债券可能有多次买入或卖出的情

况，故需用债券代码和序列号两个字段唯一标识一条记录。

第一期摊余成本

第一期现金流

中间期现金流

最后一期现金流

付息期

交割日

1

2

3

4

……

n-1

n

付息日

2010/09/17

2010/12/18

2011/12/18

2012/12/18

2013/12/18

……

2014/12/18

2015/12/18

现金流

-100 000 000.00

499 100.00

1 980 000.00

1 980 000.00

1 980 000.00

……

1 980 000.00

101 980 000.00

序列

0

1

2

3

4

……

n-1

n

表 4 某债券（实例）付息日的现金流明细表

债券代码

100001

100001

100001

100001

100001

100001

序列号

1

1

1

2

2

2

付息日

2010-10-8

2011-1-28

2012-1-28

2010-9-28

2011-1-28

2012-1-28

现金流

-9 956 000

61 680

10 201 000

-9 956 000

67 180

10 201 000

序列

0

1

2

0

1

2

表 5 现金流时间表

注：序列号为某只债券的序号，付息序列为该债券从0期

开始每增加一个付息期为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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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际利率的嵌套迭代算法。此算法用于根据折溢
价、付息日、现金流等条件计算实际利率。

（1）建立实际利率表，用于记录每只债券的实际利
率，其中包括实际利率、债券代码及序列号三个字段。

（2）建一个临时表（用于记录每只债券的现金流明
细），其中包括现金流、付息日及序列三个字段。每次利用

临时表存储数据时先清空表中数据，每筛选出一只债券

交易记录，为之编制一张现金流明细表，现金流明细信息

将存入临时表。保证每次临时表中只有一只债券交易的

现金流明细，以确保系统计算实际利率时是针对唯一一

只债券交易进行的，并提高了数据库的运算效率。

（3）设计实际利率函数（XIRR）及算法。债券业务实
际利率采用迭代计算：首先，求得债券的未来现金流金额

及每一个未来现金流入日期与买入日期之间的实际天

数。正值代表现金流入，负值代表现金流出。将初始账面

价值、每一期现金流及对应的日期差等代入公式（1），迭
代步长取 0.1，通过改变收益率，不断修正计算结果，直至
其误差精度小于 0.000 001%，即可得出实际利率 rate。系
统中实际日利率保存到小数点后11位。
（4）建立存储过程，从现金时间表中得到付息日和现

金流，计算出每只债券的实际利率，并存入实际利率表

（表6）。

核心代码如下：

CREATE PROCEDURE 计算实际利率
AS
BEGIN
DECLARE 债券代码游标 CURSOR FOR SE⁃

LECT 债券代码，序列号 FROM 交易信息表
OPEN 债券代码游标
FETCH FROM 债券代码游标 INTO @债券代码,

@序列号
WHILE（@@FETCH_STATUS=0）

BEGIN
DECLARE @实际利率计算表 MYXIRRT⁃

ABLE
INSERT INTO 临时表（现金流，付息日，序列）

SELECT 现金流，付息日，序列 FROM 现金时间表

WHERE 债券代码=@债券代码 AND 序列号=
@序列号 /∗选出一只债券的现金流记录插入临时表∗/

DECLARE 实际利率游标 CURSOR FOR SE⁃
LECT 现金流，付息日 FROM 临时表 /∗嵌套游标∗/

OPEN 实际利率游标
FETCH FROM 实际利率游标 INTO @现金

流，@付息日
WHILE（@@FETCH_STATUS=0）

BEGIN
INSERT INTO @实际利率计算表 VALUES（@现

金流，@付息日）
FETCH FROM 实际利率游标 INTO @现金流，@

付息日

END
CLOSE 实际利率游标
DEALLOCATE 实际利率游标
UPDATE 实际利率表 SET 实际利率=（SE⁃

LECT 实际利率函数（@实际利率计算表，0.1））
WHERE 债券代码=@债券代码 AND 序列号=

@序列号 /∗更新本只债券的实际利率值∗/
TRUNCATE TABLE 临 时 表

/∗清除当前债券现金流序列∗/
DELETE FROM @ 实 际 利 率 计 算 表

FETCH FROM 债券代码游标 INTO @债券代码,
@序列号

END
CLOSE 债券代码游标
DEALLOCATE 债券代码游标
END
注：利用XIRR函数来计算实际利率，现金流量以

“付息期”为单位，输入的付息日及对应的现金流，现金流

量可以是非定期式的，即付息期可以是任何时间点，不必

有规律。好比交割日与往后的付息期没有任何关联，但交

割日的现金流也需包含在内用于计算实际利率。

5. 摊余价值算法。
首先，建立摊余成本表，用于记录每只债券于交割日

及付息日的摊余成本。摊余成本是用实际利率作计算利

息的基础，投资的成本减去利息后的金额。该摊余成本实

际上相当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

其次，建立存储过程，针对每只债券交易计算出今后

每个付息日时点上的摊余成本。假设无减值损失，在从初

始确认金额中扣除已偿还的本金，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

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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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经上述调整后的结果，即每

只债券以后各期的摊余成本，存入摊余成本表中（表7）。

债券代码

100001

100001

100002

100002

080225

080225

序列号

1

2

1

2

1

2

实际利率

0.023 527 831

0.023 597 734

0.032 989 033

0.032 988 392

0.019 796 376

0.019 796 814

表 6 实际利率测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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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试结果。为验证嵌套迭代算法的有效性，利用实
证数据测试审计日的被审计单位摊余成本，利用存储过

程计算审计测试结果与被审计单位披露结果进行比对，

并发现差异。

首先，建立一个测试结果表，用于记录测试日当天债

券的摊余成本、溢折价余额、累计票面利息计提、累计实

际利息收入、测算尾差等信息。测试日可以自定义，可以

是资产负债表日（12月 31日），亦可以是持有期间的任意
日期。

其次，建立一个存储过程，用于输入用户自定义的测

试日，计算出测试日距上一付息日的天数，作为持有天

数，按上述计算每个付息日时点上的摊余成本同样的方

法，最终计算出测试日每只债券的摊余成本、溢折价余

额、累计票面利息计提、累计实际利息收入、测算尾差等

信息，并存入测试结果表中（表8）。

7. 比较测试摊余成本与
被审计单位账面的摊余成本。

将利用平行模拟算法计算的

测试日摊余成本与被审计单

位账面的摊余成本进行对比，

发现差额，再进行下一步延伸

取证，落实问题。

首先，汇总测试日每只债

券的总的摊余成本以及折溢

价，存入债券测试摊余价值表

中，然后与被审计单位账面的

摊余价值即业务清单数据进

行对比，计算差额，将有差额的债券记录存入被审计单位

账面摊余价值与测试摊余价值差值表中（表9）。
经测试，发现该商业银行由于债券投资分类错误、摊

余价值计算错误导致本期投资收益高估。表 9显示，被审
计单位截止到 2011年年末，持有至到期投资共高估摊余
成本499 162.57元，除此之外其他债券不存在差额。
五、结论

1. 采用了基于 SQL SERVER的平行模拟法，可正确
计算债券投资收益，可对批量债券投资数据进行审计，本

文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2. 本次实证分析发现被审计单位由于对债券投资交
易分类错误、系统对实际利率计算公式设置错误等原因

造成投资收益高估的会计失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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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
代码

100001

100001

100001

080225

080225

080225

080225

080225

080225

序列
号

1

1

1

5

5

5

5

5

5

日期

2010/10/8

2011/1/28

2012/1/28

2010/12/18

2011/12/18

2012/12/18

2013/12/18

2014/12/18

2015/12/18

持有
天数

253

112

365

92

365

366

365

365

365

应计利息

139 320

61 680

201 000

499 100

1 980 000

1 980 000

1 980 000

1 980 000

1 980 000

利息收入

0.000

71 509.025

235 170.982

495 335.987

1 979 606.885

1 985 076.142

1 979 699.594

1 979 693.646

1 979 687.582

折溢价
摊销

-44 000.000

9 829.025

34 170.982

-3 764.013

-393.115

5 076.142

-300.406

-306.354

-312.418

到期
摊余成本

9 956 000.000

9 965 829.025

10 000 000.008

99 996 235.987

99 995 842.871

100 000 919.01

100 000 618.61

100 000 312.25

99 999 999.835

摊余成本
余额

-44 000.000

-34 170.975

0.008

-3 764.013

-4 157.129

919.014

618.607

312.254

-0.165

付息
序列

0

1

2

1

2

3

4

5

6

表 7 债券摊余成本表

债券
代码

100001

100001

080225

100002

038017

1080005

日 期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2011-12-31

实际
利率

0.024

0.024

0.020

0.033

0.045

0.052

摊余成本

9 997 283.805

9 997 335.238

99 995 321.459

35 383 265.605

49 995 574.695

48 266 856.838

折溢价余额

-2 716.195

-2 664.762

-4 678.541

383 265.605

-4 425.305

-1 733 143.162

累计票面
利息计提

387 131.507

387 131.507

4 035 737.705

1 689 834.239

3 497 950.820

4 244 287.671

累计实际
利息收入

289 095.312

294 646.745

2 550 159.164

1 407 854.844

2 743 525.515

2 988 744.509

尾差

0.008

-0.005

-0.165

0.176

0.063

-0.307

表 8 审计测试日摊余成本表

注：最后的尾差为债券摊余成本终值与债券面值的计算差值。尾差合计为-0.230。

债券代码

028001

050503

091501

100002

1080005

合计

账面摊余成本

102 061 360.6

99 707 943.84

159 994 811.2

70 802 620.33

96 822 290.62

529 389 026.59

测试结果

101 957 217.5

99 660 774.78

159 967 682.1

70 766 374.18

96 537 815.41

528 889 863.97

摊余成本差额

104 143.086 9

47 169.065 3

27 129.064 04

36 246.146 71

284 475.210 6

499 162.57

表 9 被审计单位账面摊余价值与测试摊余价值的差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