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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长期借款”的利息计算

刘 菁

长期借款的核算主要包括借款本金的核算、借款

利息的核算。在会计核算中应设置“长期借款”科目，其

贷方登记借入数和应计利息；借方登记本息的归还数；

余额表示尚未归还的本息。

对利息的计算，目前有单利和复利两种。单利是只

按本金计算利息，用单利计算本利和，其公式为：本利

和= 本金+本金 ×利率 ×期数。复利是将所生的利息

再加入本金计算利息，用复利计算本利和，其公式为：

本利和= 本金 ×（1+利率）n。

假定某企业借款 10 000 元，期限二年，年利率为

10%，两年后一次还本付息。

用单利计算两年后的本利和：10 000+ 10 000 ×

10% ×2= 12 000 元

用复利计算两年后的本利和：10 000（1+ 10%）2=

12 100 元

单利和复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复利是利滚利，这

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复利公式的推导过程中看出。现推

导如下：

设本金（现值）为 P，年利率为 i，求 n 年终了时本利

和（将来值）F，则

第一年末的本利和：F1= P+ Pi= P（1+ i）

第二年末的本利和：F2 = P（1+ i）+ P（1+ i）i

= P（1+ i）（1+ i）

= P（1+ i）2

第三年末的本利和：F3 = P（1+ i）2+P（1+ i）2i

= P（1+ i）2（1+ i）

= P（1+ i）3

……

第 n 年末的本利和：Fn= P（1+ i）n

公式中（1+ i）n 叫做以复利计算的本利和系数，或

叫将来值系数。有了这个公式，我们在计算各期本利和

时就方便多了，可以直接根据本金乘以各期本利和系

数，计算出各期的本利和。但是这个公式仅适用于计算

一次借款，借款利率不变，到期一次偿还的本利和，所

以它又叫一次整付本利和系数。在实际工作中，借款除

了这种一次借款，到期一次偿还的情况外，还有一次借

款，到期等额分次偿还、等额分次借款，到期一次偿还、

等额分次借款，到期等额分次偿还等情况。所以，除了

“一次整付本利和系数”外，常用的还有“等额分付本利

和系数”、“资本回收系数”。

等额分付本利和系数是用于计算分次借款，每次

借款额相等，利率不变，n 年后本利和的系数。等额分

付本利和系数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年末本利和系数；另

一种是年初本利和系数。

①年末本利和系数：

假定每年年末借款 1 000 元，连续借款 4 年，年利

率为 10%，求 4年后本利和。

可根据“一次整付本利和系数”先计算每年借款的

本利和，然后相加：

1 000+1 000（1+10%）+1 000（1+10%）2+
1 000（1+10%）3

= 1 000〔1+（1+ 10%）+（1+ 10%）2+（1+ 10%）3〕

= 4 641（元）

用公式表示：Fn= A + A（1+ i）+ A（1+ i）2+……+
A（1+ i）n-1

根据等比数列前 n 项和的公式可得：

式中 Fn 代表 n 年末的本利和，A 代表每次的等额

借款，i代表利率。 叫做年末本利和系数。

②年初本利和系数：

假定每年年初借款 1 000 元，连续借款 4 年，年利

率为 10%，求 4年后本利和。

同理，先根据“一次整付本利和系数”计算每年借

款的本利和，然后相加：

1 000（1+ 10%）+ 1 000（1+ 10%）2+ 1 000（1+ 10%）3+
1 000（1+ 10%）4

= 1 000〔（1+10%）+（1+10%）2+（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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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4〕

= 5 105.10（元）

用公式表示：Fn = A +（1+ i）+ A（1+ i）2+……+
A（1+ i）n

根据等比数列前 n 项和的公式可得：

式中各种符号代表内容同前。 叫

做年初本利和系数。

有了年末本利和系数、年初本利和系数，就不需要

根据“一次整付本利和系数”先计算每年借款的本利

和，然后再相加计算整个借款期的本利和，就可以直接

根据已知条件套用以上两个公式。

当已知借款 P、期限 n、利率 i时，用资本回收系数

可计算出借款企业每年应等额偿还本息数 A。其计算

公式是： 叫做资本回

收系数。资本回收系数是由“等额分付现值系数”的公

式演变而来的，而“等额分付现值系数”的公式又是根

据“等额分付本利和系数”的公式推算出来的，在这里

不再展开。下面举例说明“资本回收系数”的用法。

假定某企业向银行借入 100 000 元人民币，年利率

为 10%，银行要求在五年内等额偿还，求该企业每年应

等额偿还的本息为多少？

通过上面的计算，得出该企业每年需要向银行支

付 26 379.75元的本息，五年后将还清全部本息。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还会遇到不等额分次借款、不

等额分次还款等情况，这时只能分别计算各年本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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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净现值法在投资
决策分析中 的 运用价值

陈良华

净现值法是投资决策分析中常用的方法，它简便

且准确，在理论上也比其他方法更完善。但由于一般意

义的净现值法在多种条件限定下方可运用，因此，净现

值法在实际工作中的使用范围受到了限制。笔者根据

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尝试，将一般意义的净现值法

进行扩展，提高其运用价值，现介绍给大家。

一、一般意义的净现值法的应用

投资项目投入使用后的净现金流量，按资本成本

率或企业要求达到的报酬率折算为现值，减去初始投

资以后的余额，叫净现值。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

N PV ——净现值

N CF t
——第 t年的净现金流量

R——贴现率

n——项目预计使用年限

C
——

初始投资额

当 N PV＞0 时，表明未来报酬的总现值大于初始

投资额，则投资项目可接受。

当 N PV＜0 时，表明未来报酬的总现值小于初始

投资额，则投资项目不可接受。

在有多个备选方案的互斥选择决策中，应选用净

现值是正值中的最大者。

现举例说明：

例 1，假定有两个互斥的投资方案，预计现金流量

如表 1 所示，试计算净现值，比较优劣，（资本成本率为

10%）。

（单位：元） 表 1

A 方案的 N CF 相等，故

N PV A 方案= 未来报酬的总现值-初始投资总额

= 3400×（PV FA，10%，5）-10 00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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