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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本质

持有至到期投资，指企业有明确意图并有能力持有

至到期，且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

金融资产。贷款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

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包括企业持有的其他企

业债权（不包括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债务工具）。

从持有至到期投资和贷款的含义中可以看出：两者

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不是在活跃市场上有报价的金融资

产，并不像持有至到期投资那样在出售或重分类方面受

到较多限制。

注册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会计》指出：贷款的会计

处理与持有至到期投资大体相同。由此可见，持有至到期

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企业发放给另一企业的贷

款，但这一贷款是以债券的形式体现的。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模拟贷款核算法原理

1. 模拟贷款核算法原理介绍。持有至到期投资既然
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贷款，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企业现

在先行垫支本金，然后在未来的时间内就可收到确定的

利息，且到期就可收回一笔固定资金即债券面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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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利率。这里的未来现金流量

是指确定的利息与到期的债券面值，当前账面价值是指

先行垫支的本金。因此，企业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就是先行

垫支的本金与实际利率计算得出的利息，但这一投资收

益与企业实际收到的未来现金流量是不相同的。

这是因为发行债券的企业是按照债券的面值与债券

所记载的票面利率来支付利息的，由此造成了企业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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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空的限制，实现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

学生间的交流，又符合电脑教学轻松互动的特点，是有效

保证教学效果的辅助手段。例如，对于有较多学生实验中

出现的错漏问题，教师可以选择其中某学生作为代表，用

“学生演示”功能将其操作演示到有同样问题的学生机

上，通过现场指导解决问题。教师节省了讲解时间，学生

能实时地解决问题，提高了实验效果。在每个实验结束

时，采用软件的“收发作业”功能能够实时收取每个学生

的实验截图，大大降低了抄袭的可能性。

3. 改进考核方法。会计电算化的实践性很强，应侧重
于实际操作技能考核。因此建议理论考试成绩比重可降

至20% ~ 30%，而将实际操作技能的考核具体到每个实验
环节，其合计比重应达到70% ~ 80%。对每个实验环节的评
价应从以前侧重实验结果的正确性转变为侧重实验过程

的评价。由于每个实验都分解为若干具体任务，可要求学

生将每项具体任务执行过程及结果截图。

为防止学生复制他人截图，应要求学生在混岗运作

时将账套主管设置为自己姓名，在分岗运作时则将所属

角色的用户名设置为自己姓名，在截图时应将窗口右下

角操作员姓名包含在图片中。考虑到电算化实验具有连

续性特点，前一实验的错误往往会导致后续环节无法进

行，从而倒逼学生回去查错并纠正，因此对截图的正确性

要辩证地看待，可以只对截图的完整性计分，至于戴图是

否可行不进行考核，以鼓励学生勇于试错纠错。

另外，教师应在考核上进行一些改革，引导学生在实

验中敢于尝试、耐心思考、用心总结。比如，可以将每个实

验中的重点或出现错误较多的疑难点在总结环节予以列

示，鼓励学生主动解难，凡有两次回答正确的实验环节，

可直接记为满分，回答错误的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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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获得的投资收益与应收到的款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

异：如果收到的款项大于应获得的投资收益，多出的部分

就相当于企业又收回了一部分本金；反之，如果收到的款

项小于应获得的投资收益，少收到的部分就相当于企业

又多垫了一部分资金。如果垫支资金发生了变化，就应该

调整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即通过利息调整明细

账户来反映这一变化，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明细账户与

利息调整明细账户共同反映企业所垫支资金的情况，这

也正是T形账户法形成的基础。
2. 模拟贷款法的运用。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的

难点就是各期投资收益与利息调整的计算，但是如果理

解了模拟贷款法的核算原理，这个计算就将变得比较容

易理解、也比较容易掌握，学生出错的概率也将大幅度下

降，运用起来也将更加得心应手。该方法的关键点就是要

先确定各期投资收益与应收利息的数字，而利息调整的

数字通过借贷平衡以后确定的，投资收益就是到目前为

止企业已累计垫支的资金与实际利率的乘积，应收利息

就是债券面值与票面利率的乘积。投资收益与应收利息

确定之后，利息调整的数字与借贷方向自然而然就确定

了。到目前为止企业累计已垫支的资金，是企业发行债券

时实际支付的款项加上以后各期少收的投资收益款，或

者减去以后各期多收的投资收益款。

三、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示例

本文以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

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的例题来进行示范，原例题为：

20×0年1月1日，XYZ公司支付价款1000元（含交易
费用）从活跃市场上购入某公司 5年期债券，面值 1250
元，票面利率为4.72%，按年支付利息（即每年59元），本金
最后一次支付。XYZ公司在购买该债券时，预计发行方不
会提前赎回，因此实际利率为10%（由于篇幅所限，省略了
各年收到利息的会计分录）。

XYZ公司的账务处理为：
1. 购入债券时：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1 250；

贷：银行存款1 0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250。
2. 20×0年 12月 31日，确认利息收入时：投资收益=

1 000×10%=100（元），即为到目前为止企业累计已垫支的
资金乘以实际利率。

应收利息=1 250×4.72%=59（元）（债券面值×利率）。
由此得出利息调整的数字为41元，且在借方。由于从

发行债券方收到的利息款项小于企业实际应得的投资收

益，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应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没有收到，所

以企业垫支的资金又多出了 41元，至此企业垫支的资金
达到了1 041元。
会计分录为：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41；贷：投资收益100。
3. 20×1年 12月 31日，确认利息收入时：投资收益=

1041×10%≈104（元），即为到目前为止企业累计已垫支的
资金乘以实际利率。

应收利息=1 250×4.72%=59（元），即债券面值乘以票
面利率。

由此得出利息调整的数字为45元，且在借方，企业垫
支资金多出45元，至此企业垫支资金达到了1 086元。
会计分录为：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45；贷：投资收益104。
4. 20×2年 12月 31日，确认利息收入时：投资收益=

1086×10%≈109（元），即为到目前为止企业累计已垫支的
资金乘以实际利率。

应收利息=1 250×4.72%=59（元），即债券面值乘以票
面利率。

由此得出利息调整的数字为 50元，且在借方企业垫
支资金多出50元，至此企业垫支资金达到了1 136元。
会计分录为：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50；贷：投资收益109。
5. 20×3年 12月 31日，确认利息收入时：投资收益=

1 136×10%≈114（元），即为到目前为止企业累计已垫支的
资金乘以实际利率。

应收利息=1 250×4.72%=59（元），即债券面值乘以票
面利率。

由此得出利息调整的数字为55元，且在借方，企业垫
支资金多出55元，至此企业垫支资金达到了1 191元。
会计分录为：借：应收利息 59，持有至到期投资——

利息调整55；贷：投资收益114。
6. 最后一年时，由于企业到期要收回垫支的资金也

就是1 250元，所以利息调整的金额为：1 250-1 191=59，
而应收利息仍为：1 250×4.72%=59（元），即债券面值乘以
票面利率。因此会计分录为：借：应收利息59，持有至到期
投资——利息调整59；贷：投资收益118。
收回垫支的本金时：借：银行存款 1 250；持有至到期

投资——成本1 250。
从实例可以看出：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在各年

确认利息收入时，是先确定应收利息与投资收益，而后确

定利息调整；而在最后一年由于需要进行尾数调整，则是

先确定应收利息与利息调整，而后确定投资收益。这种方

法只要是对银行存款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都可以理解，

避免了T形账户法学生只了解其形式不了解其本质的缺
陷，而且不用学生判断折价与溢价发行的情况下利息调

整方向，因此更有利于学生理解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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