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财会月刊2016.22

谈公允价值计量下

不同债券发行方式的会计原理

【摘要】公允价值是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重要的会计计量属性，能较好地体现会计要素的未来属性。通过分析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下不同发行方式的债券票面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差异以及债券发行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债券不能通过比较票面利率与市场利率大小直接判断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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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计量观沿革

传统会计计量属性是基于受托责任观，倡导以历史成本

为计量基础，即根据真实业务资料，反映经济业务实际发生

情况。其滞后的信息源常常成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障碍。

现代财务报告的一项重要目标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据

以进行经济决策所需的信息，即决策有用观。1953年斯多波

斯（G. J. Staubus）率先提出了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决策有用性

的观点，这一观点要求会计信息能够满足不同信息使用者的

需求。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美国财务

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提出

了改进国际财务报表列报的建议，提高了传统计量属性问题

的国际化关注程度。

公允价值及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一直以来在会计理论界

与实务界备受争论。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属性选择的不同，会

导致会计报表产生差异，进而使信息相关者做出不同的决

策。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1994年的调查报告（Jen⁃

kins Committee报告）证明，大多数使用者并不主张以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代替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无论学术界与实务界的纷争如何，会计理论及其操作必

定是向着成熟化方向发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描

述，我国会计计量属性主要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

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这体现了并存原则。

二、研究背景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完成，越

来越多的股票、债权、基金等金融产品在交易所挂牌上市，这

类金融资产的交易已经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市场，具备公允价

值计量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能反

映企业的现实情况，对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更有用。

本文主要以具有代表性的债券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货币时

间价值计算公式分析双重计量模式下不同债券发行方式的

会计原理。

商品的价格往往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引入市场机制后，

人为的操控及资本市场的各方面因素对金融资产后续价值

产生重大影响。正是这种市场导向因素及其长期性的时间特

性，使得金融资产价值计量往往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由于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债券价值不断变化，与公允价

值计量模式相对应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逐渐不适用于债券

价值计量，公允价值计量的引入显得必要和及时。

三、债券发行价格确定

根据实际利率与票面利率的大小关系，债券的发行方式

可分为三种：平价发行、溢价发行、折价发行。其中，实际利率

是指将债券在存续期间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债券当前

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目前，众多教材均以分期付息、一次

还本的债券作为案例对债券进行会计分析，若债券付息方式

发生变化则其发行价格也会产生变化，所以通过直接比较实

际利率与票面利率的方法判断发行方式，会脱离公允价值计

量的本质。发行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一）票面利率=市场利率

实质：企业以后各期所得利息均衡。

1. 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发行价格=债券面值，即平价

发行）。

债券发行价格=债券面值×（P/F，市场利率,期限）+票面

金额×票面利率×（P/A，市场利率，期限）

利息 利息 利息 …… 利息+面值

0 1 2 3 …… n

□工作研究



2016.22 财会月刊·47·□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债券发行价格=（债券面值+票面金额×票面利率×期

限）×（P/F，市场利率，期限）

（二）票面利率>市场利率

实质：债券发行价格小于债券面值的部分属于企业以后

各期多付利息而事先得到的补偿。

1. 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发行价格>债券面值，即溢价发

行）。

债券发行价格=债券面值×（P/F，市场利率，付息次数）+

票面金额×票面利率×（P/A，市场利率，期限）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债券发行价格=（债券面值+票面金额×票面利率×期

限）×（P/F，市场利率，期限）

（三）票面利率<市场利率

实质：债券发行价格大于债券面值的部分属于企业以后

各期少付利息而预先给投资者的补偿。

1. 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发行价格<债券面值，即折价发

行）。

债券发行价格=债券面值×（P/F，市场利率，期限）+票面

金额×票面利率×（P/A，市场利率，期限）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债券发行价格=（债券面值+票面金额×票面利率×期

限）×（P/F，市场利率，期限）

（四）模型分析

设面值为N，发行价格为M，票面利率为 I，市场利率为

i，期限为n。

1. 分期付息、一次还本。

M=N×（1+i）-n+N×I×（1-（1+i）-n）÷i

当 I=i时，M=N，即票面利率=市场利率，发行价格=面值

（平价发行）。

当 I>i时，M>N，即票面利率>市场利率，发行价格>面值

（溢价发行）。

当 I<i时，M<N，即票面利率<市场利率，发行价格<面值

（折价发行）。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M=（P+P×I×n）×（1+i）-n

当 I=［（1+i）n-1］÷n时，M=N，发行价格=面值（平价发

行）。

当 I>［（1+i）n-1］÷n时，M>N，发行价格>面值（溢价发

行）。

当 I<［（1+i）n-1］÷n时，M<N，发行价格<面值（折价发

行）。

可见，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债券可以直接通过票面利

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关系判断发行方式，而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的债券则与之有异。

四、案例分析

（一）票面利率=市场利率

例 1：2015年 1月 1日，丰华公司为经营筹措经营所需资

金，经批准发行 5年期公司债券 1000万元，票面利率为年利

率6%。假定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为6%。

1. 每年年末付息、一次还本。

发行价格=1000×（P/F，6%，5）+1000×6%×（P/A，6%，

5）=1000×0.7473+1000×6%×4.2124=1000.044（万元）≈1000

（万元）

属于平价发行，会计处理如下：

（1）2015年 1月 1日发行债券。借：银行存款 1000；贷：应

付债券——面值1000。

（2）2015年 12月 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60；贷：银

行存款60。

（3）2016 ~ 2018年年末分录同上。

（4）2020年 1月 1日还本并付最后一期利息。借：应付债

券——面值1000，财务费用60；贷：银行存款1060。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1+i）n-1］÷n=［（1+6%）5-1］÷5=6.76%>6%，推断为折

价发行。

发行价格=（1000+1000×6%×5）×（P/F，6%, 5）

=（1000+1000×6%×5）×0.7473

=971.49（万元）<1000（万元）

属于折价发行，会计处理如下：

解法一：摊余成本“T型账”分析。

实际利息费用（财务费用）=期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

应付债券T型账户如下图：

2015年期末实际利息费用=971.49×6%=58.29（万元）

2016年期末实际利息费用=1029.78×6%=61.79（万元）

…… 利息+面值

0 1 2 3 …… n

2015.1.1 28.51 1000

2015.12.31 1.71 60

2016.12.31 60

1.79

2017.12.31 60

5.49

2018.12.31 60

9.42

应付债券

2015 ~ 2018年期初摊余成本分别为971.49万元、1029.78

万元、1091.57万元、1157.06万元。

应付债券T型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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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期末实际利息费用=1091.57×6%=65.49（万元）

2018年期末实际利息费用=1157.06×6%=69.42（万元）

根据尾数调整，2019年期末实际利息费用=73.52（万元）。

（1）2015年1月1日发行债券。借：银行存款971.49，应付

债券——利息调整28.51；贷：应付债券——面值1000。

（2）2015年 12月 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8.29，应

付债券——利息调整1.71；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60。

（3）2016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1.79；贷：

应付债券——应计利息60、——利息调整1.79。

（4）2017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5.49；贷：

应付债券——应计利息60、——利息调整5.49。

（5）2018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9.42；贷：

应付债券——应计利息60、——利息调整9.42。

（6）2020年 1月 1日还本付息。借：财务费用 70.52，应付

债券——应计利息 240、——面值 1000；贷：应付债券——利

息调整13.52，银行存款1300。

解法二：摊余成本公允价值分析。设Pn为第n期现值：

P0=（1000+1000×6%×5）×（P/F，6%，5）=971.49（万元）

P1=（1000+1000×6%×4）×（P/F，6%，4）=1029.73（万元）

P2=（1000+1000×6%×3）×（P/F，6%，3）=1091.48（万元）

P3=（1000+1000×6%×2）×（P/F，6%，2）=1157（万元）

P4可根据尾数调整求得。

（1）2015年1月1日发行债券处理同解法一。

（2）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8.28

（971.49×6%），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1.72；贷：应付债券

——应计利息60。

（3）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61.78

（1029.73×6%）；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60、——利息调整

1.78。

（4）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65.49

（1091.48×6%）；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60、——利息调整

5.49。

（5）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69.42

（1157×6%）；贷：应付债券——应计利息 60、——利息调整

9.42。

（6）2020年 1月 1日还本付息。借：财务费用 73.58，应付

债券——应计利息 240、——面值 1000；贷：应付债券——利

息调整13.58，银行存款1300。

（二）票面利率>市场利率

例 2：2015年 1月 1日，丰华公司为经营筹措经营所需资

金，经批准发行 5年期公司债券 1000万元，票面利率为年利

率6%。假定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为5%。

1. 每年年末付息、一次还本。

发行价格=1000×（P/F，5%，5）+1000×6%×（P/A，5%，5）=

1000×0.7835+1000×6%×4.3295=1043.27（万元）

属于溢价发行，会计处理如下：

解法一：摊余成本分析。

（1）2015年1月1日发行债券。借：银行存款1043.27；贷：

应付债券——面值1000、——利息调整43.27。

（2）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2.16

（1043.27×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7.84；贷：银行存款

60。

（3）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1.77

［（1043.27-7.84）×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8.23；贷：银

行存款60。

（4）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1.36

［（1043.27-7.84-8.23）×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8.64；

贷：银行存款60。

（5）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0.93

［（1043.27-7.84-8.23-8.64）×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9.07；贷：银行存款60。

（6）2020年 1月 1日还本付息。借：财务费用 50.51（根据

尾数调整），应付债券——利息调整9.49、——面值1000；贷：

银行存款1060。

解法二：公允价值分析。

P0=1000×（P/F，5%，5）+（1000×6%）×（P/A，5%，5）=

1043.27（万元）

P1=1000×（P/F，5%，4）+（1000×6%）×（P/A，5%，4）=

1035.46（万元）

P2=1000×（P/F，5%，3）+（1000×6%）×（P/A，5%，3）=

1027.19（万元）

P3=1000×（P/F，5%，2）+（1000×6%）×（P/A，5%，2）=

1018.56（万元）

P4可根据尾数调整求得。

（1）2015年1月1日发行债券会计处理同解法一。

（2）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 。借：财务费用 52.16

（1043.27×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7.84；贷：银行存款

60。

（3）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1.77

（1035.46×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8.23；贷：银行存款

60。

（4）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1.36

（1027.19×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8.64；贷：银行存款

60。

（5）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0.93

（1018.56×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9.07；贷：银行存款

60。

0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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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0年 1月 1日还本付息。借：财务费用 50.51（根据

尾数调整），应付债券——利息调整9.49、——面值1000；贷：

银行存款1060。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1+i）n-1］÷n=［（1+5%）5-1］÷5=5.53%<6%，推断为溢

价发行。

发行价格=（1000+1000×6%×5）×（P/F，5%，5）=（1000+

1000×6%×5）×0.7835=1018.55（万元）>1000（万元）

属于溢价发行，会计处理如下：

（1）2015年1月1日发行债券。借：银行存款1018.55；贷：

应付债券——面值1000、——利息调整18.55。

（2）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0.93

（1018.55×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9.07；贷：应付债券

——应计利息60。

（3）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3.47

（1069.48×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6.53；贷：应付债券

——应计利息60。

（4）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6.15

（1122.95×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3.85；贷：应付债券

——应计利息60。

（5）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 58.96

（1179.1×5%），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1.04；贷：应付债券

——应计利息60。

（6）2020年 1月 1日还本付息。借：财务费用 61.94（根据

尾数调整），应付债券——面值 1000、——应计利息 240；贷：

银行存款1300，应付债券——利息调整1.94。

（三）票面利率<市场利率

例 3：2015年 1月 1日，丰华公司为经营筹措经营所需资

金，经批准发行 5年期公司债券 1000万元，票面利率为年利

率6%。假定债券发行时的市场利率为7%。

1. 每年年末付息、一次还本。

发行价格=1000×（P/F，7%，5）+1000×6%×（P/A，7%，5）=

1000×0.7130+1000×6%×4.1002=959.01（万元）

属于折价发行，会计处理如下：

（1）2015年1月1日发行债券。借：银行存款959.01，应付

债券——利息调整40.99；贷：应付债券——面值1000。

（2）2015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7.13；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7.13，银行存款60。

（3）2016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7.63；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7.63，银行存款60。

（4）2017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8.16；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8.16，银行存款60。

（5）2018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8.74；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8.74，银行存款60。

（6）2020年 1月 1日还本付息。借：财务费用 50.67（根据

尾数调整），应付债券——利息调整9.33、——面值1000；贷：

银行存款1060。

2.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1+i）n-1］÷n=［（1+7%）5-1］÷5=8.05%>6%，推断为折

价发行。

发行价格=（1000+1000×6%×5）×（P/F，7%，5）=（1000+

1000×6%×5）×0.7130=926.9（万元）

属于折价发行，会计处理如下：

（1）2015年 1月 1日发行债券。借：银行存款 926.9，应付

债券——利息调整73.1；贷：应付债券——面值1000。

（2）2015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4.88；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4.88、——应计利息60。

（3）2016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69.42；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9.42、——应计利息60。

（4）2017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74.28；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14.28、——应计利息60。

（5）2018年12月31日期末计息。借：财务费用79.48；贷：

应付债券——利息调整19.48、——应计利息60。

（6）2020年 1月 1日还本付息。借：财务费用 34.96（根据

尾数调整），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25.04、——面值

1000、——应计利息240；贷：银行存款1300。

五、结论

1. 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通过比较市场利率与票面利

率的大小并不能直接判定债券发行方式，而应该通过债券发

行价格的计算进行判断。当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时，属于平价

发行；当票面金额>发行价格时，属于折价发行；当票面金额

<发行价格时，则属于溢价发行。

2. 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可通过比较票面利率与市场

利率大小，直接进行发行方式的判断；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债券则有所不同，需进行发行价格计算后才能准确判断。

3. 发行价格的确定应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运用货币

时间价值公式进行分析，结合付息方式才能得出正确结果。

4. 债券实际利息费用的确定，可以结合现金流量图进行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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