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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付息方式有两种：分期付息到期还

本，到期一次还本付息。这两种付息方式在实际利率的计

算、摊余成本的确定、持有期间投资收益的计算、明细科

目的设置及处置时的会计处理方面均有所不同。

一、实际利率的计算

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期存续期

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

资产或金融负债当前账面价值所适用的利率。简单点说，

实际利率就是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未来所带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等于现在价值时候的真正报酬率。

持有至到期投资采用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方式时，

未来现金流量包括每期末支付的利息和最后一期期末支

付的本金，所以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就是每期支付利

息的年金现值加上最后一期本金的复利现值之和。当采

用一次还本付息的方式时，本金和利息都是在最后一期

期末才支付，而且利息通常采用的是单利计息，此时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就是最后一期本金和各期利息之和的复

利现值。

假设 I表示每期利息，i表示所求的实际利率，n表示
期数，B表示债券票面价值，P表示当前账面价值。分期付
息到期还本方式就是求当 I×（P/A，i，n）+B×（P/F，i，n）=P
时的 i。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就是求当（B+I×n）×（P/F，i，n）=
P时的 i。可以看到，两种付息方式下本金都是在最后一期
期末支付，但前者的利息是在每期期末分别支付，并且是

复利计息，后者则是在最后一期期末一起支付，并且是单

利计息，因此前者相对于后者而言，在同等利率下计算的

现值要高，或者在同等当前账面价值下计算的实际利率

要高。

二、摊余成本和投资收益的计算

摊余成本是指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

扣除已偿还的本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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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在实际应用中，可

以把摊余成本理解成是某种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账面

价值，当前的账面价值就是它第一期期初的摊余成本，以

后各期摊余成本实际上就是在上一期摊余成本的基础

上，加上由于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减去收到利息的补

偿，剩下的就是未收回的本利和了，若发生了减值再扣除

减值的损失。用公式表示就是：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
成本+投资收益-收回利息-减值损失。而每期投资收益
的计算，本质上就是它实际获得的利息或报酬，用公式表

示就是：每期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在分期付息到期还本方式下，若不考虑减值损失，由

于每期票面利率和实际不同，产生的投资收益和支付的

利息也不同，摊余成本的余额会越来越接近于面值。当该

债券是折价发行时，实际利率比票面利率要高，每期产生

的投资收益比收回的利息要多，所以期末摊余成本总是

比期初摊余成本要多，直到它逐渐增加到面值为止，对应

的投资收益也会相应增加。当该债券是溢价发行时，实际

利率比票面利率要低，每期产生的投资收益比收回的利

息要少，所以期末摊余成本总是比期初摊余成本要少，

直到它逐渐减少到面值为止，对应的投资收益也会相应

减少。

在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若不考虑减值损失，由于利

息是在最后一年年末一次付清，因此除了最后一期外，其

他各期期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投资收益，投资收
益是每期产生的实际利息，所以不管债券是折价发行还

是溢价发行，各期期末的摊余成本都是逐期增加的，直到

最后一期期末才一次性收到所有的利息，摊余成本才降

到面值，相对应各期的投资收益也是逐期增加的。

两种付息方式下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

彭胜平

（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2）

【摘要】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核算是会计中的重点和难点，尤其是同时涉及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和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两种付息方式时的会计处理容易引起混淆。本文针对这两种不同的付息方式，分别从实际利率的计算、摊余

成本和投资收益的计算、期末处置时的会计处理，对其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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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时摊余成本和投资收益的计算

表 1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时摊余成本和投资收益的计算

日期

2×10.1.1

2×10.12.31

2×11.12.31

2×12.12.31

2×13.12.31

2×14.12.31

小 计

（1）投资
收益=期
初×8%

73 646.4

74 738.11

75 917.16

77 190.53

77 927.8

37 9420

（2）
应收
利息

60 000

60 000

60 000

60 000

60 000

300 000

已收回
本金

-13 646.4

-14 738.11

-15 917.16

-17 190.53

-17 927.8

-79 420

摊余成本
=期初+（1）

-（2）

920 580

934 226.4

948 964.51

964 881.67

982 072.20

1 000 000

1 000 000

日期

2×10.1.1

2×10.12.31

2×11.12.31

2×12.12.31

2×13.12.31

2×14.12.31

小 计

（1）投资
收益=期
初×7.15%

65 821.47

70 527.71

75 570.44

80 973.72

86 526.66

379 420

（2）
应计
利息

0

0

0

0

300 000

300 000

已收回
本金

-65 821.47

-70 527.71

-75 570.44

-80 973.72

213 473.34

-79 420

摊余成本
=期初+（1）

-（2）

920 580

986 401.47

1 056 929.18

1 132 499.62

1 213 473.34

1 000 000

1 000 000

表 4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时每期期末的金额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计利息
——利息调整

贷：投资收益

2×10
年末

60 000
5 821.47

65 821.47

2×11
年末

60 000
10 527.71

70 527.71

2×12
年末

60 000
15 570.44

75 570.44

2×13
年末

60 000
20 973.72

80 973.72

2×14
年末

60 000
26 526.66

86 526.66

合计

300 000
79 420

379 420

借：应收利息
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

贷：投资收益

2×10
年末

60 000

13 646.4

73 646.4

2×11
年末

60 000

14 738.11

74 738.11

2×12
年末

60 000

15 917.16

75 917.16

2×13
年末

60 000

17 190.53

77 190.53

2×14
年末

60 000

17 927.8

77 927.8

合计

300 000

79 420

379 420

表 3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时每期期末的金额

三、期末处置时的会计处理

在分期付息到期还本方式下，持有至到期投资共设

有两个明细科目，即“成本”和“利息调整”。而在一次还本

付息方式下，持有至到期投资设有三个明细科目，即“成

本”、“利息调整”和“应计利息”。

在出售持有至到期投资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所有明

细科目，借贷的差额记入“投资收益”科目。若该投资已经

计提减值准备，应相应结转其减值准备。由于两种计息方

式下明细科目不完全一样，后者比前者多了个“应计利

息”，因此在出售时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不一样，

导致确认的损益也不一样。

例：三峡公司于2×10年1月1日共支付920 580元（含
交易费用）从证券市场购买了中华公司同日发行的债券。

该债券面值1 000 000元，5年期，票面年利率6%。三峡公
司将该债券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假设不考虑减值因

素。要求：分别做出三峡公司每年末付息一次到期还本、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会计处理。

无论该债券采取怎样的付息方式，期末计息时都要

用到实际利率，因此我们首先要计算出各自的实际利率。

根据前面的分析，分期付息到期还本时的实际利率要比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时的实际利率高。分期付息到期还本

时，1 000 000×6%×（P/A，i，5）+1 000 000×（P/F，i，5）=
920 580，采用插值法计算出 i=8%。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时，
（1 000 000×6%×5+1 000 000）×（P/F，i，5）=920 580，采用
插值法计算出 i≈7.15%。
分期付息到期还本时，各期摊余成本计算如下：2×10

年末摊余成本=920 580×（1 + 8%）- 60 000=934 226.4
（元），2×11年末摊余成本=934 226.4×（1+8%）-60 000=
94 8964.51（元），2×12年末摊余成本=948 964.51×（1+8%）-
60 000=964 881.67（元），2×13年末摊余成本=964 881.67×
（1+8%）-60 000=982 072.20（元），2×14年末摊余成本=
982 072.20×（1+8%）-60 000≈1 000 000（元）。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时，各期摊余成本计算

如下：2×10年末摊余成本=920 580×（1+7.15%）
=986 401.47（元），2×11年末摊余成本=986 401.47×
（1+7.15%）=1 056 929.18（元），2×12年末摊余成
本 =1 056 929.18 ×（1 + 7.15%）=1 132 499.62
（元），2×13年末摊余成本=1 132 499.62×（1+
7.15%）=1 213 473.34（元），2×14年末摊余成本=
1 213 473.34×（1+7.15%）-600 000×5≈1 000 000
（元）。

每个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本×
实际利率，就不一一计算了，具体如表1、表2所示。
分别根据表1、表2的计算列出各自的会计分录。

1. 2×10年1月1日，两种付息方式下初始会计处理是
一致的。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1 000 000；贷：银行
存款920 58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79 420。

2. 2×10、2×11、2×12、2×13、2×14每年年末计提利息
的会计处理分别为：

（1）分期付息方式下，借：应收利息，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贷：投资收益。同时，每期期末还应计算收

到的计息，即：借：银行存款 60 000；贷：应收利息 60 000。
详见表3。
（2）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借：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计利息、——利息调整；贷：投资收益。详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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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前者的利息记入“应收利息”，后者的计息

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每期末的投资收

益、债券的摊销额均不相同，但 5年的投资收益总额和债
券的摊销总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考虑资金时间价

值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计息方式会影响到各期的损益，

但不会影响到连续几个计息期的总损益。

3. 2×14年末处置时的会计处理。
（1）分期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贷：持

有至到期投资——成本1 000 000。
（2）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1 30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应计利息
300 000。
可见，若不考虑减值或其他因素，在持有至到期投资

到期处置时，两种计息方式的会计处理基本相同，不同的

只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除了收到本金外，还一次性

收到了所有的利息。

4. 若在 2×14年 1月 1日将该债券出售，获得价款共
计110万元。则：
（1）分期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1 100 000，持有至

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7 927.8；贷：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1 000 000，投资收益117 927.8。

（2）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
1 100 0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6 526.66，投
资收益 113 473.34；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应计利息240 000。
同样的出售价款，分期付息方式下盈利117 927.8元，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亏损113 473.34元。为什么会出
现这么大的差别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计息方式

不同，导致前者账面价值中只包括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原

始成本加上或减去未摊销的利息，而后者账面价值中除

了包括前者中的两部分之外，还包括出售前每期计算但

未收到的“应计利息”。这样，同等情况下后者的账面价值

就比前者高，出售时的损益自然就比前者少。

综上所述，只有在真正理解持有至到期投资内涵的

前提下，将两种不同的付息方式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对

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投资收益等各个概念的计算和处理

有深刻的理解，从而在实践中熟练地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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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
表》都规定，凡符合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公司，无论

是子公司还是特殊目的主体，母公司在合并日或购买日

及以后各年年末都要编制合并报表，合并方法都是期末

余额调整抵销法。实际上，会计报表的合并方法还存在期

初余额调整抵销法。这两种方法的处理结果完全相同，但

在处理思路、繁简程度等方面各有优缺点，在实务中都可

采用。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期初余额调整抵销

法，并对这两种方法作一定的比较分析。

一、期初余额抵销法与期末余额抵销法抵销思路的

差异

（一）期初余额抵销法的抵销思路

期初余额抵销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合并日或购买日之

后的各会计期期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将母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调整到某期期初时的余额，然

后将此时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及少数股东权益同子公司

邓九生（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方法除期末余额调整抵销法外，还有期初余额调整抵销法，二者的处理结果相同。

本文对其处理思路、繁简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期初余额调整抵销法 期末余额调整抵销法 抵销分录

期初余额抵销法、期末余额抵销法对比
——基于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