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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持有至到期投资

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者可确定，且企业

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主要是指债券投资[1]。初始确认时，应计算其实际利

率，并根据实际利率确定其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实

际利率是指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在预期存续期间

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当前

账面价值时所使用的利率。为了核算持有至到期投

资，其明细科目有“成本”“利息调整”“应计利息”，其

中“成本”核算债券的面值，“利息调整”核算债券的

溢价、折价及其摊销，“应计利息”核算一次到期还本

付息债券应收而未收的票面利息。

但是，很多学者在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中，存在

很多疑惑，如摊余成本的含义、实际利率的含义、投

资收益的计算、溢价折价摊销的计算。基于此，本文

从债券投资的经济本质出发，分析持有至到期投资

账户核算的内容，采用“年投资收益率”计算债券的

年投资收益，并验证得到未来期间的“所得”折现到

初始购买债券投资时“付出”的折现率即为“年投资

收益率”，用本年收到的货币资金与本年投资收益的

差额来表示溢价、折价的摊销。本文分析不仅反映了

债券投资的经济本质，而且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以

期为相关实务工作者提供参考。

二、研究思路

第一步，确定年投资收益率。年投资收益率为本

年投资收益与年初债券投资成本的比率，即年投资

收益率=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投资成本。

财务管理学中年投资收益率的公式为：年投资

收益率（投资利润率）=年平均利润总额/投资总额×
100%。本文中的年投资收益率也是利润除以投资

额，但对比可知，此处的利润为债券投资的年利润，

即债券投资的年投资收益，投资总额为每年年初的

投资成本，不是整个债券持有期间的年平均利润总

额与初始投资额的比例。虽然本文年投资收益率与

财务管理学中的投资收益率在形式上有区别，但实

质内容一致，都是此项投资的利润（债券投资的利润

为投资收益）与投资额的比例。

第二步，计算债券持有期间的收益总额。收益

总额=得到（所得）-付出（所费），购买债券时“得到”

为债券持有期间收回的货币资金包括债券的票面利

息与到期收回面值，“付出”则为购买债券时支付的

全部，包括购买债券支付的价款（公允价值）及交易

费用。

第三步，计算本年投资收益额。首先，在债券持

有期间“付出”与“得到”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收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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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确定了，收益率也就确定了。其次，计算年投资收

益率，把未来期间的“所得”折现到初始“付出”时的

折现率即为“年投资收益率”。最后，计算每年年初的

投资成本，再乘以投资收益率，即为本年收益额。

第四步，确定本年收益是否全额收回并计算年

末剩余投资成本。比较本年投资收益额与本年所得

货币资金孰大孰小（由于应收利息能够快速变现，本

年所得货币资金包含应收利息），从而判断出本年投

资收益额是否全额收回及本年收回的投资成本（或

者本年继续追加的投资成本）。

若本年投资收益额=本年所得货币资金，说明

本年收益本年全额收回。

若本年投资收益额>本年所得货币资金，说明

本年有部分收益未能变现，该部分收益可视为继续

投资，即本年增加投资额=本年收益额-本年所得货

币资金。

若本年投资收益额<本年所得货币资金，说明

本年收益不仅已经全部收回，另外还收回了一部分

初始投资成本，即本年收回的投资成本=本年所得

货币资金-本年投资收益额。

综上可知：年末投资成本=年初投资成本+本年

增加投资额（或者减本年收回的投资成本）。

第五步，到期收回剩余的本金。即到期收回债券

的面值。

第六步，验证年投资收益率。即验证未来期间的

“所得”折现为初始“付出”时的折现率是否为投资收

益率。由于年投资收益率=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投

资成本，通过计算得到每年实际的投资收益率与未

来期间的“所得”折现为初始“付出”时的折现率相

符。

三、案例解析

例：甲公司于2014年1月1日购入1万张A公司

同日发行的每张面值 1000元的债券，面值总额为

1000万元，票面利率为5%，期限为三年，每年年末支

付本年度利息，本金到期一次支付。甲公司支付价款

1056.57万元，交易费用 1万元，甲公司将其划分为

持有至到期投资[2]。现金流量图如下：

从上图可知，甲公司投资此项债券的收益总额

为93.43万元=得到（1000万元+50万元+50万元+50
万元）-付出（1056.57万元）。初始投资 1056.57万元

的收回方式为到期时收回投资成本1000万元，另有

56.57万元的投资成本体现在票面利息中，因为三年

的总收益是93.43万元小于票面利息150万元，即每

年收到的票面利息包含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本

年的收益，一部分是本年收回的投资额。三年总收益

为93.43万元，但是在计算每年的投资收益时不能把

三年的平均投资收益作为每一年的投资收益，因为

投资成本逐年有收回，每年投资成本不同，则年投资

收益也不同。

1. 计算年投资收益率。甲公司将此项债券投资

的现金流折现：1056.57=50×（P/A，r，3）+F×（P/F，r，
3），经测试，折现率为3%，即甲公司此三年债券投资

的年投资收益率为3%。

2. 计算各年投资收益的收回情况。下表为甲公

司各年投资收益额、投资成本收回额及投资成本变

动情况。

3. 各年账务处理解析。

（1）“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核算的内容。“持有

至到期投资”账户核算的是企业购买债券的投资成

本。初始计量时，“持有至到期投资”总账账户核算初

始投资成本，即购买债券的公允价值及交易费用；资

产负债表日，“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本年投资成本

的增加（本年追加的投资成本）或者减少（本年收回

的投资成本），其余额为年末剩余的投资成本。

（2）初始计量时的会计处理。2014年 1月 1日甲

债券持有期间的现金流量图

+50万元 +50万元 +50+1000万元

2014.1.1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1056.57万元

项 目

年初投资成本①（“持有至到期
投资”账户期初余额）

本年投资收益额②=年初投资
成本×年投资收益率=①×3%
（投资收益）

本年所得货币资金③=面值×
票面利率=1000×5%（应收利息
或者银行存款）

本年投资成本收回额④=③-
②（“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本
年减少额）

年末剩余投资成本⑤=①-④
（“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期末
余额）

2014年

1056.57

3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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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10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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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27

31.15

50

18.85

1019.42

2016年

1019.42

30.58

50

19.42

1000

各年收益、收益收回额及投资成本
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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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购买A公司债券时的账务处理为：借：持有至到

期投资——A 公司债券 1056.57；贷：银行存款

1056.57。
由此看出，甲公司购买债券所有的花费（付出）

构成债券的投资成本，将甲公司支付的1056.57万元

全部确认为A公司债券的投资成本。另外，若购买债

券支付的价款中包含了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

券利息，此部分支付的价款属于垫付的资金，很快能

够收到，应计入应收利息，不构成债券的投资成本，

本例不涉及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到付息期但尚未

领取的利息。

购买债券后，投资方获得定期收回票面利息和

到期收回本金（面值）的权利，为了体现债券的面值，

采用“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账户核算债券的面

值，将购买债券时的投资成本与面值的差额记入“持

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账户，此账户的经济实

质仍是债券投资成本的核算。购买债券时，若债券的

投资成本与面值不一致（溢价或者折价购买），则债

券在持有期间的实际利息收入与利息就会不一致，

从而存在利息调整。

因此初始计量时的账务处理为：借：持有至到期

投资——A公司债券（成本）1000，持有至到期投资

——A 公司债券（利息调整）56.57；贷：银行存款

1056.57。
（3）资产负债表日的会计处理。

①2014年 12月 31日账务处理为：借：应收利息

50；贷：投资收益 31.70，持有至到期投资——A公司

债券（利息调整）18.30。
收到利息时的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 50；贷：

应收利息50。
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投资成本×年投资收益

率=1057.57×3%=31.70（万元），本年投资收益额增

加记入“投资收益”账户的贷方。

本年所得货币资金=面值×票面利率=1000×
5%=50（万元）

本年投资成本收回额=本年所得货币资金-本
年投资收益额=50-31.70=18.30（万元）。本年投资成

本已收回则投资成本减少，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

账户的贷方，其金额为实际利息与票面利息的差额，

即持有至到期投资科目的明细为“利息调整”。至

2014年12月31日，此债券剩余的投资成本为1056.57-
18.30=1038.27（万元），即“持有至到期投资——A公

司债券”账户在 2014年 12月 31日的余额为 1038.27

万元。

②2015年 12月 31日账务处理为：借：应收利息

50；贷：投资收益 31.15，持有至到期投资——A公司

债券（利息调整）18.85。
收到利息时的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 50；贷：

应收利息50。
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投资成本×年投资收益

率=1038.27×3%=31.15（万元）

本年所得货币资金=面值×票面利率=1000×
5%=50（万元）

本年投资成本收回额=本年所得货币资金-本
年投资收益额=50-31.15=18.85（万元）。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此债券剩余的投资成本=年初投资成

本-本年投资成本收回额=1037.27-18.85=1019.42
（万元），即“持有至到期投资——A公司债券”账户

在2015年12月31日的余额为1019.42万元。

③2016年 12月 31日账务处理为：借：应收利息

50；贷：投资收益 30.58，持有至到期投资——A公司

债券（利息调整）19.42。
收到利息时的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 50；贷：

应收利息50。
收到本金时的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 1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A公司债券（成本）1000。
本年投资收益额=本年所得货币资金-年初投

资成本=1050-1019.42=30.58（万元）

本年所得货币资金=票面利息+面值=1050（万

元）

本年投资成本收回额=本年所得货币资金-本
年投资收益额=1050-30.58=1019.42（万元）

4. 验证年投资收益率。本文界定的“年投资收

益率”为“本年投资收益额”与“年初投资成本”的比

值，即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投资成本×年投资收益

率。把未来期间的“所得”折现为初始“付出”时的折

现率作为年投资收益率，下文将通过本文案例进行

验证：

2014年年投资收益率=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

投资成本=31.70/1056.57×100%=3%
2015年年投资收益率=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

投资成本=31.15/1038.27×100%=3%
2016年年投资收益率=本年投资收益额/年初

投资成本=30.58/1019.42×100%=3%
通过验证可知，债券未来期间的“所得”折现为

初始“付出”时的折现率就是该债券的“年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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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采用“年投资收益率”来替代“实际利率”的表

述，对财务管理学知识较薄弱的学者来说，更容易理

解和接受，同时“年投资收益率”也反映了债券投资

与收益关系的经济内涵。

四、结论及研究意义

1. 研究结论。本文以溢价购买分期付息到期还

本债券为例，采用“年投资收益率”分析持有至到期

投资的会计处理，对于平价购买债券、折价购买债券

或购买一次性到期还本付息的债券，利用“年投资收

益率”解析债券的会计处理，实质内容都是一样的。

其共同点在于：①购买债券时付出的货币资金

等于初始投资成本；②债券持有期间及到期收到的

货币资金（持有期间收到的货币资金包括收到的票

面利息与到期收回的面值），扣除购买债券时的初始

投资成本，为整个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③每年的投

资收益额为年初投资成本乘以年投资收益率。

区别在于：若平价购买分期付息债券，每年的投

资收益与收回的票面利息一致，不存在投资成本的

收回；若溢价购买分期付息债券，本年投资收益额会

小于收回的票面利息（收回的货币资金），多收回的

那一部分货币资金视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若折

价购买分期付息的债券，本年投资收益额会大于收

到的票面利息（收回的货币资金），有一部分收益本

年没有收回，视为继续投资，此时投资成本增加；若

购买到期还本付息的债券，债券持有期间的投资收

益均没有收回，视为继续投资，则投资成本增加。只

有明白了上述投资成本的变化原理，才能理解持有

至到期投资账户核算的经济内容。

2. 研究意义。本文从理论上丰富了“投资收益

率”的概念，所采用的“年投资收益率”是对财务管理

学中“投资收益率”的一种创新式发展。它们的实质

内容都是净收益与投资额的比率，财务管理学中的

“投资收益率”是指投资方案在某个正常年份的年净

收益总额与方案投资总额的比率，而本文中的“年投

资收益率”为债券本年的净收益与年初投资成本的

比率。

本文提出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思路反映了债

券投资的经济本质。“持有至到期投资”账户反映了

债券投资成本增加变动的经济内涵，账户名称中“投

资”实质上核算的就是债券的“投资成本”。债券在整

个持有期间的“所得”减去购买债券时的“付出”，即

为投资债券的净收益，根据会计分期原则，准确地对

外提供每个年度的经营情况，需要正确确认年投资

收益额，即年初投资成本乘以年投资收益率。比较本

年所得货币资金与本年投资收益额的大小，可以解

释每年投资成本变动的原因。

本文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核算体现了会计信息

质量要求中的可理解性原则。可理解性要求企业提

供的会计信息清晰明了，无论是持有至到期投资的

核算内容，还是年投资收益的计算及投资成本的变

动，本文的会计处理通俗易懂，能较为容易地被学习

者和会计工作实务人员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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