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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摊余成本对金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是一项重要且有难度的业务。本文依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以应付债

券为例，通过理论论证与举例分析揭示了一个事实：对应付债券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时，直观上看，

在某个时间点上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的数值等于在该时间点上“应付债券”总分类账户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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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负债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直观解释
——以应付债券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CAS 22）及其应用指南规定：金融负债应当在初始确

认时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和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第二类是其他

金融负债（通常包括企业发行的债券、因购买商品产生的应

付账款、长期应付款、长期借款等）。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负债

时应当按公允价值计量，第一类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在

初始确认时计入当期损益，第二类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

在初始确认时计入初始确认金额。第一类金融负债按公允价

值进行后续计量，而第二类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

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由上述规定可知：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都按公允价值

计量，但是不同类别的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其相关交易费

用的处理方法不同，后续计量时所采用的计量属性也不同。

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金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在实

际工作中应用比较广泛，也是相关考试的热点之一。但各种

辅导教材在讲解此内容时都是采用列表计算的方法，比较抽

象，特别是对核心问题——摊余成本的数值的确定，阐述得

很模糊，也没有形成勾稽关系；而且CAS 22对“金融负债的

摊余成本”的规定抽象且晦涩，导致会计实务工作者和考生

等难以理解和掌握。

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金融负债进行后续计量

时，某项金融负债在存续期内一系列计算数据的确定都以

“摊余成本的数值”为基础。所以，如何直观并且明晰地确定

和表述“摊余成本的数值”对于处理会计实际业务和应对相

关考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推导

金融负债的种类很多，为了易于说明问题，也囿于文章

篇幅的限制，本文只以应付债券为例进行剖析，但所推导出

的结论对其他种类的金融负债直接适用或具有相同原理性

的指导意义。

按照CAS 22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应付债券属于上述

第二类金融负债（其他金融负债），所以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笔者发现：对应付债券采用实际

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时，在某个时点上应付债券

的摊余成本的数值等于在该时间点上“应付债券”各明细账

户余额的合计数，也就等于在这一时间点上“应付债券”总分

类账户的余额。理论推导过程如下。

（一）应付债券摊余成本的公式推导

CAS 22第十三条规定：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是指该金

融负债的初始确认金额经过下列调整后的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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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债券的发行方式有溢价发行、折价发行、平价发行

三种，不同发行方式下应付债券初始确认金额的计算如下：

溢价发行的方式下，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债券的

面值＋溢价金额

折价发行的方式下，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债券的

面值－折价金额

平价发行的方式下，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债券的

面值

对于溢价发行或折价发行的债券，溢价或折价是发行债

券的企业在债券存续期内对利息费用的调整。溢价是发行债

券的企业因以后各期多付利息而事先得到的补偿，折价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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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债券的企业因以后各期少付利息而预先给投资者的补偿。

在债券的存续期内，随着溢价或折价的逐期摊销，债券到期

日金额体现为债券的面值。对于平价发行的债券，由于不存

在摊销溢价或折价问题，其到期日金额直接体现为面值。所

以，上述规定所称的“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

差额”实际上指的是该应付债券的溢价总额或折价总额，推

导过程如下：

溢价发行时，债券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

额=（债券的面值+溢价金额）-债券的面值=溢价金额

折价发行时，债券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

额=债券的面值-（债券的面值-折价金额）=折价金额

平价发行时，债券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

额=债券的面值-债券的面值=0

所以，从准则关于金融负债的摊余成本的定义可得：某

个时点上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至该时间点已偿还的债券本金±至该时间点采用实际利率法

已累计摊销的溢价金额或折价金额（简称为“等式”）。

（二）“应付债券”总账与明细账的分析

由上述某个时点上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的计算公式可

知，“等式”左边的数值等于在该时间点上“应付债券”总分类

账户的余额。分析如下：

1.“等式”右边第一个项目“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虽然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中广泛使用“会计确认”这一术语，

但尚未对其概念进行严格定义。我国的会计界普遍赞同美国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第 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

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中的表述：确认是指把一个事

项作为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等正式加以记录和列入财务报

表的过程，确认包括同时用文字和数字来描述一个项目，其

数额包括于财务报表的合计数之内。这只是一个项目的初始

确认，完整的确认还包括该项目嗣后发生变动的后续确认以

及该项目消失时的终止确认。从FASB对“确认”的定义可知，

确认包括把一个项目正式记录和计入财务报表的全过程，这

是广义的确认，将记录、计量、编制财务报表（但不包括表外

附注）都包括在内。所以，应当把确认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正

式记录，辨认原始数据后进行会计处理，按复式簿记的要求

作成由符合确认的基本标准的要素所属的账户组成的会计

分录，再按会计分录记入各相关账户；第二步是计入报表，也

就是把记录的账户信息按财务报表编制的要求进行调整和

汇总，原则上账户与报表中的项目应当相互对应。

对照上述关于确认的表述，可以推出以下结论：应付债

券的初始确认是指把应付债券作为负债正式加以记录和列

报的过程，需要同时用文字和数字来描述，其数额包括于财

务报表的合计数之内；需要辨认原始数据后进行会计处理作

出会计分录、记入相关账户、计入报表等程序，并且应付债券

的初始确认金额只能在专设的核算应付债券的账户内体现，

这样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能在会计账户中查到。

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对“应付债券”科目的

使用说明为：该科目核算企业为筹集（长期）资金而发行债券

的本金和利息；下设“面值”、“利息调整”、“应计利息”等明细

科目；企业发行债券时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

等科目，按债券的票面金额贷记“应付债券——面值”科目，

存在差额的，借记或贷记“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科目。按

此规定，企业在发行债券时初始确认应付债券，而且应付债

券的初始确认金额应当等于“应付债券”科目下设的各明细

科目的借方发生额和贷方发生额抵销后得出的借方余额。按

照会计的基本原理，账户的名称是根据会计科目确定的，账

户所登记的内容与有关的会计科目所规定的经济内容也一

致，但账户具有会计科目所不具有的结构格式，从而可以记

录经济业务的变化和结果。因此，上述“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

金额”体现在账户体系中，就等于“应付债券——面值”、“应

付债券——利息调整”这两个明细分类账户的借方发生额和

贷方发生额抵销后的余额，并且一定是借方余额。

2.“等式”右边第二个项目“至该时间点已偿还的债券本

金”。偿还债券本金的会计分录为借记“应付债券——面值”

科目，贷记“银行存款”或其他科目。所以，这个项目的数据可

以从“应付债券——面值”明细账户中取得。

3.“等式”右边第三个项目“至该时间点采用实际利率法

已累计摊销的溢价金额或折价金额”。无论采用实际利率法

还是其他方法，摊销溢价的会计分录都是借记“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科目；摊销折价的会计分录为贷记“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科目。所以，这个项目的数据可以从“应付债

券——利息调整”明细账户中取得。

综上所述，“等式”右边的三个组成项目的数据都可以从

“应付债券”总分类账户下属的各个明细分类账户中取得，所

以“等式”左边（在某个时间点上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的数

值也能够从“应付债券”总分类账户下属的各个明细分类账

户中取得。根据记账规则和账户的结构可以推出以下结论：

“在某个时点上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的数值等于在这一时

点上“应付债券”各明细分类账户余额的合计数，也就等于

“应付债券”总分类账户在这一时间点上的余额。

因为账户存在于账簿之中，会计账簿中的每一个账页就

是账户的存在形式和载体，所以，只要发行债券的企业有健

全的账簿体系，“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这一项目的数据就可

以很容易地从该企业的“应付债券”总分类账簿中随时取得。

用某个期初的“应付债券的摊余成本”的数据乘以实际利率

就可得到这个会计期间的实际利息费用。用这个会计期间的

名义利息费用减去实际利息费用就可得到这个会计期间应

当摊销的溢价金额；用这个会计期间的实际利息费用减去名

义利息费用就可得到这个会计期间应当摊销的折价金额。其

中，某个会计期间的名义利息费用=债券面值×票面利率×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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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期间的时间长度。这就是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

应付债券进行后续计量的基本步骤和计算方法。

三、实例验证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现以

《2015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中

的某一例题为基本素材，并进行补充、完善、扩展，设计出如

下两个例题来进行验证。

例 1：20×1年 12月 31日，甲公司经批准发行 5年期一次

还本、分期付息的公司债券，面值为10000000元，债券利息在

每年12月31日支付，票面利率为6%。按CAS 22的规定，该债

券在初始确认时应按公允价值计量。由于该债券不存在活跃

的市场，因此按CAS 22第五十二条的规定采用估值技术确

定该债券的公允价值，具体采用的估值技术是未来现金流量

折现法，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为5%。假设不考虑债券的发

行费用，请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

解答：

（1）20×1年12月31日，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初始

发行时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10000000×（P/F，5%，5）+

（10000000×6%）×（P/A，5%，5）=10000000×0.7835+（10000000×

6%）×4.3295=10432700（元）

可见，因债券的票面利率高于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

所以溢价发行债券，初始确认时的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0432700

贷：应付债券——面值 10000000

——利息调整 432700

此处，“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科目的发生额432700元

就是溢价总额。“应付债券——面值”明细科目的发生额与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明细科目的发生额的合计数

10432700元就是该批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2）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应付债券进行后续计

量的计算方法要求：20×2年12月31日应当计算20×2年应负

担的实际利息费用，其数值等于20×2年1月1日这批债券的

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根据前述的“等式”可得到：

20×2年1月1日债券的摊余成本=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

金额-至20×2年1月1日已偿还的债券本金±至20×2年1月

1日采用实际利率法已累计摊销的溢价金额或折价金额=

10432700-0±0=10432700（元）

20×2年负担的实际利息费用=10432700×5%=521635（元）

以后每年负担的实际利息费用的计算依次类推。据此可

以编制如表1所示的溢价摊销表。

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以做出20×2 ~ 20×6年每年12月31

日支付利息、摊销溢价、确认利息费用的分录如表2所示。

（3）20×6年12月31日，债券到期偿还本金，会计处理为：

借：应付债券——面值 1000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0

“应付债券——面值”明细账、“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明细账及“应付债券”总账分别如表3 ~表5所示。

例 2：接例 1，假设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为 7%，其他条

件不变。请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

解答：

（1）20×1年12月31日，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初始

日 期

①

20×1年12月31日

20×2年12月31日

20×3年12月31日

20×4年12月31日

20×5年12月31日

20×6年12月31日

合 计

名义利息
费用

②n=债券面
值×债券的
票面利率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3000000

实际利息
费用

③n=⑥n-1
×实际利率

521635

517716.75

513602.59

509282.72

505062.94
(尾数调整）

2567300

溢价摊
销金额

④n=②n
－③n

78365

82283.25

86397.41

90717.28

94937.06
(尾数调整）

432700

未摊销的
溢价金额

⑤n=⑤n-1
－④n

432700

354335

272051.75

185654.34

94937.06

0

摊余成本

⑥n=⑥n-1
－④n

10432700

10354335

10272051.75

10185654.34

10094937.06

10000000

借：在建工程/
财务费用等

借：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贷：银行存款

20×2年
12月31日

521635

78365

600000

20×3年
12月31日

517716.75

82283.25

600000

20×4年
12月31日

513602.59

86397.41

600000

20×5年
12月31日

509282.72

90717.28

600000

20×6年
12月31日

505062.94

94937.06

600000

表 1 利息费用计算表（溢价摊销表） 金额单位：元

表 2 支付利息、摊销溢价、
确认利息费用的会计分录 金额单位：元

日期

20×1年12月31日

20×2年12月31日

20×3年12月31日

20×4年12月31日

20×5年12月31日

20×6年12月31日

摘要

发行债券

债券到期
偿还本金

借方

10000000

贷方

10000000

借或贷

贷

贷

贷

贷

贷

平

余额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0

日期

20×1年12月31日

20×2年12月31日

20×3年12月31日

20×4年12月31日

20×5年12月31日

20×6年12月31日

摘要

发行债券形成
溢价总额

本年度摊销溢价

本年度摊销溢价

本年度摊销溢价

本年度摊销溢价

本年度摊销溢价

借方

78365

82283.25

86397.41

90717.28

94937.06

贷方

432700

借或贷

贷

贷

贷

贷

贷

平

余额

432700

354335

272051.75

185654.34

94937.06

0

表 3 “应付债券——面值”明细账 金额单位：元

表 4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明细账 金额单位：元

□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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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的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10000000×（P/F，7%，5）+

（10000000×6%）×（P/A，7%，5）=10000000×0.7130+600000×

4.1002=9590120（元）

债券的票面利率低于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所以折价

发行债券，初始确认时的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9590120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409880

贷：应付债券——面值 10000000

此处，“应付债券——利息调整”科目的发生额409880元

就是折价总额。“应付债券——面值”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和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明细科目的发生额的合计数

9590120元就是该批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

（2）与例1的分析思路一样，可以编制如表6所示的折价

摊销表。

根据表6中的数据可以做出20×2 ~ 20×6年每年12月31

日支付利息、摊销折价、确认利息费用的分录，如表7所示：

（3）20×6年12月31日，债券到期偿还本金，会计分录为：

借：应付债券——面值 10000000

贷：银行存款 10000000

（4）填制相关的明细账和总账，如表8 ~表10所示：

通过比较表 1和表 5、表 6和表 10可知：第一，在债券到

期的那个时点，溢价（或折价）摊销表中的“摊余成本”项目的

数据等于债券的面值，而“应付债券”总账的余额为 0；第二，

除债券到期的那个时点外，在其他时间点上都存在以下勾稽

关系：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溢价（或折价）摊销表中的“摊余

成本”项目的数据都等于“应付债券”总账的余额。

原因如下：一是在溢价（或折价）摊销表中不需要反映偿

还债券本金（债券面值）的数据的信息，而在“应付债券”总账

上需要反映。二是按CAS 22的规定，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负

债在预期存续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负债当前

的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所以在债券到期的那个时点，所

有的溢价或折价已摊销完毕，该债券的未来现金流量已经等

日期

20×1年
12月31日

20×2年
12月31日

20×3年
12月31日

20×4年
12月31日

20×5年
12月31日

20×6年
12月31日

摘要

发行债券

支付本年利息、摊销
本年的溢价、确认本
年利息费用

支付本年利息、摊销
本年的溢价、确认本
年利息费用

支付本年利息、摊销
本年的溢价、确认本
年利息费用

支付本年利息、摊销
本年的溢价、确认本
年利息费用

债券到期，支付本年
利息、摊销本年的溢
价、确认本年利息费
用、偿还本金

借方

78365

82283.25

86397.41

90717.28

10094937.06

贷方

10432700

借或贷

贷

贷

贷

贷

贷

平

余额

10432700

10354335

10272051.75

10185654.34

10094937.06

0

日 期

①

20×1年12月31日

20×2年12月31日

20×3年12月31日

20×4年12月31日

20×5年12月31日

20×6年12月31日

合 计

名义利息费
用（又称为
票面利息
费用）

②n=债券面
值×债券的
票面利率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600000

3000000

实际利息
费用

③n=⑥n-1
×实际利率

671308

676300

681641

687356

693275
(尾数调整)

3409880

折价摊
销金额

④n=③n
-②n

71308

76300

81641

87356

93275
(尾数调整)

409880

未摊销的
折价金额

⑤n=⑤n-1
-④n

409880

338572

262272

180631

93275

0

摊余成本

⑥n=⑥n-1
+④n

9590120

9661428

9737728

9819369

9906725

10000000

表 5 “应付债券”总账 金额单位：元

表 6 利息费用计算表（折价摊销表） 金额单位：元

借：在建工程
/财务费用等

贷：银行存款

贷：应付债券
——利息调整

20×2年
12月31日

671308

600000

71308

20×3年
12月31日

676300

600000

76300

20×4年
12月31日

681641

600000

81641

20×5年
12月31日

687356

600000

87356

20×6年
12月31日

693275

600000

93275

表 7 支付利息、摊销溢价、
确认利息费用的会计分录 金额单位：元

日 期

20×1年12月31日

20×2年12月31日

20×3年12月31日

20×4年12月31日

20×5年12月31日

20×6年12月31日

摘要

发行债券

债券到期
偿还本金

借方

10000000

贷方

10000000

借或贷

贷

贷

贷

贷

贷

平

余额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0

表 8 “应付债券——面值”明细账 金额单位：元

表 9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明细账 金额单位：元

日期

20×1年12月31日

20×2年12月31日

20×3年12月31日

20×4年12月31日

20×5年12月31日

20×6年12月31日

摘要

发行债券形成
折价总额

本年度摊销折价

本年度摊销折价

本年度摊销折价

本年度摊销折价

本年度摊销折价

借方

409880

贷方

71308

76300

81641

87356

93275

借或贷

借

借

借

借

借

平

余额

409880

338572

262272

180631

932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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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该债券当前的账面价值（债券面值），所以已没有必要继续

使用实际利率法，此时实际利率法已完成了使命。

四、结语

对于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和所运用的论证方法有以下几

点需要进一步说明。

本文揭示了如下事实：对应付债券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

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时，直观上看，在某个时点上，应付债券

的摊余成本的数值等于该时点上“应付债券”各个明细账户

的余额的合计数，也就等于在这一时间点上“应付债券”总分

类账户的余额，但是不等于在这个时间点上资产负债表中

“应付债券”项目的余额。因为按照登记账簿的规则，“应付债

券”总账的金额与其所属的各明细账金额的合计数必然相

等；而资产负债表中“应付债券”项目的“期末余额”等于“应

付债券”总账的期末余额减去将在一年内到期的那些应付债

券的余额之后的差额，“应付债券”项目被列入资产负债表的

非流动负债类。

本文所揭示的上述事实在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对“应付债券”科目的使用说明中也能看出一些迹象。该

使用说明指出：“应付债券”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企业尚未

偿还的长期债券的摊余成本。这为本文的结论提供了佐证。

本文所设计的例 1和例 2中都没有考虑债券的发行费

用，但这不影响结论的得出。因为根据CAS 22及其应用指南

的规定，应付债券应当按其公允价值和相关交易费用（包括

发行费用）之和作为初始确认金额。所以，如果考虑债券的发

行费用，则影响的只是发行债券时“应付债券”总分类账户及

其所属的明细分类账户的余额，而此时“应付债券——面值”

明细分类账户和“应付债券——利息调整”明细分类账户的

发生额的合计数就是应付债券的初始确认金额，而这个初始

确认金额是用“等式”计算摊余成本的基础要素。所以，是否

考虑债券的发行费用不影响本文所揭示的事实，即不改变

“应付债券”总分类账户的余额和摊余成本的数值之间的勾

稽关系。

本文所揭示的总分类账户的期末余额和摊余成本之间

的勾稽关系直接适用于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

续计量的长期借款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于其他采用实际利

率法进行摊销的金融负债项目在运用上具有原理性的参考

价值。

本文所揭示的事实对于实务工作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对于参加相关会计职称考试的人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

义。对于金融负债采用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的相关问题，

只要能够做出例 1和例 2中类似的会计分录，也就确定了每

个会计期末（或期初）的摊余成本，进而计算实际利息费用、

溢折价摊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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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1年
12月31日

20×2年
12月31日

20×3年
12月31日

20×4年
12月31日

20×5年
12月31日

20×6年
12月31日

摘要

发行债券

支付本年利息、摊
销本年的折价、确
认本年利息费用

支付本年利息、摊
销本年的折价、确
认本年利息费用

支付本年利息、摊
销本年的折价、确
认本年利息费用

支付本年利息、摊
销本年的折价、确
认本年利息费用

债券到期，支付本
年利息、摊销本年
的折价、确认本年
利息费用、偿还本金

借方

409880

9906725

贷方

10000000

71308

76300

81641

87356

借或贷

贷

贷

贷

贷

贷

平

余额

9590120

9661428

9737728

9819369

9906725

0

表 10 “应付债券”总账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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