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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摊余成本计量外币债券

投资会计处理重难点探析

王自荣　 戴晓■

摘　 要：　本文以摊余成本计量外币债券投资为对象，举例展示了债权投资和债权投资减值准备这两个新会计科
目的应用，着重剖析了债券买入价中包含利息增值税计征、销项税额对投资收益确认金额和利息调整摊销金额影响、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汇率变动对减值损失准备影响等重难点会计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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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017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下称新准则）第三章规定，企业持有的外币债券投

资可分为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受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修

订、营改增政策和汇率因素的影响，其会计处理特殊而又庞

杂。笔者拟对以摊余成本计量外币债券投资重难点会计业务

进行探析，设例如下：

例1 ：GS公司为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自2018年 1月1日

起执行新准则，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2018年 4月2日，

从境外市场买入5万张以美元（$）计价的某外国汽车公司债

券，面值 $100，买入价 $102，总计支付 $522.75万元（其中：

手续费等 $0.25万元，2018年 1 ~ 3月应计利息 $12.5万元），

成交日汇率为1 ：6.2764 ；该债券发行日为2015年 7月1日，

票面利率为10%，每6个月付息一次，付息日为每年的6月

30日和12月 31日，到期日为2025年 7月 2日。GS公司将该

债券划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下会计处理所涉

计算金额计量单位为万美元。

一、外币债券取得日的处理

例1中外币债券投资属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长期债权投

资，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附件1，该类金融资产应以“债

权投资”科目进行总分类核算。2018年 4月2日买入债券的

会计分录为：

借：债权投资——　外币债券——　面值

　　　　　　　　　　　　　　　　　　　　　　　　　　　　　　　　　　　　　　　　　　　　　　　　　¥3　138.20（$500）

　　　　　　　持有至到期投资——　外币债券——　利息调整

　　　　　　　　　　　　　　　　　　　　　　　　　　　　　　　　　　　　　　　　　　　　　　　　　　　¥64.33（$10.25）

　　　　　　　应收利息　　　　　　　　　　　　　　　　　　　　　　　　　　　　　¥78.46（$12.50）

　　　　　　　贷 ：银行存款　　　　　　　　　　　　　　　　　　　　　　　　　　　　　　　　¥3　280.99（$522.75）

其中，3　138.20=500×6.2764，64.33=10.25×6.2764，78.46

=12.5×6.2764，3　280.99=522.75×6.2764。

二、外币债券计息日的处理

（一）2018年6月30日

1.汇率变动对外币债券余额的影响

例2 ：接例1，假设GS公司以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包

括半年报）即期汇率确认外币货币性项目的汇率变动影响，

2018年6月30日汇率为1 ：6.00。

借：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141.03

　　　　　　　贷 ：债权投资——　外币债券——　面值　　　　　　　　　　　　　　¥138.20

　　　　　　　　　　　　　　　　　　　　　　　　　　　　　　　　　　　　　　　　　　　　　　　　　　　——　利息调整　　　　　　　　　　¥2.83

其中：138.20=500×（6.2764-6）；2.83=10.25×（6.2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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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确认及利息调整摊销

据新准则第三十九条，企业应当按照实际利率法确认利

息收入。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若购入时至计息日

均未发生信用减值，利息收入根据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乘以实

际利率计算确定。就例1中外币债券的实际利率计算如下。

例3 ：接例2，假设GS公司确定的债券预计存续期为

2018年 4月 2日~ 2025年 7月 2日，预计存续期未来现金流

量为付息日收到的美元利息和到期日收到的美元本金，每

期票面利息为 $25（债券面值 $500×票面利率10%÷2）。由

于购买价中包含的$12.5利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不属于GS

公司持有债券赚得的利息，具有垫付款的性质 ,未计入初始

确认账面余额，所以购买价款中包含的利息不属于预计存续

期未来现金流量；预计存续期内计息期以“6个月”为一期，

2018年 4月2日~ 2018年 6月30日的计息期数为0.5期（3个

月除以6个月），2018年 7月 1日~ 2025年 7月 2日期间的计

息期数为7期，设每期实际利率为“i”，则预计存续期未来现

金流量现值的计算式为：（25-12.5）×[（1+i）]^0.5+25×[（1-

（1+i））/i] （̂-7）×[（1+i）]^0.5+500×[（1+i）] （̂-7.5）， 使

该计算式等于外币债券初始确认账面余额$510.25，经计算 i

为 4.80%，则GS公司2018年 6月 30日应确认的实际利息收

入为 $510.25×4.80%÷6×3=$12.25。GS公司取得外币债券

利息收入（票面利息）应按6%缴纳增值税。GS公司买入债

券所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利息（$12.5万元）是否构成增值税

计税依据？笔者认为，虽然该部分利息最终由GS公司自债

券发行人处收取，但这部分利息发生时GS公司并未持有该

债券，不存在应税行为。这部分利息实际是属于境外持有人

（前手）的，只不过是付息日未到，暂由债券购买人暂付给

债券转让人，再到付息日收回的一种垫付款项，不构成GS

公司的利息增值税计税依据。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

施办法》（财税 [2016]36号文附件一）第三十八条规定，假设

GS公司选择“销售额发生的当天人民币汇率”，2018年 6月

30日收到利息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为　：12.25×6÷（1+6%）

×6%=¥4.16。

假设GS公司2018年 6月 30日如期收到美元票面利息

$500×10%÷2=$25，会计分录如下：
借：银行存款　　　　　　　　　　　　　　　　　　　　　　　　　　　　　　　　　　　　¥150（$25）

　　　　　　　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3.46

　　　　　　　贷 ：应收利息　　　　　　　　　　　　　　　　　　　　　　　　　　　　　　　　　　　　　　　　¥78.46（$12.5）

　　　　　　　　　　　　　　投资受益或利息收入（¥73.50-¥4.16）　　　　　　　　　¥69.34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4.16

　　　　　　　　　　　　　　债权投资——　外币债券——　利息调整

　　　　　　　　　　　　　　　　　　　　　　　　　　　　　　　　　　　　　　　　　　　　　　　　　　　　　　　　　　　　　　　　　　　　　　 ¥1.50（$0.25）

其中：150=（25×6）；3.46=12.5×（6.2764-6），是应收

利息作为外币货币性项目由于汇率变动形成的汇兑损益；

73.50=12.25×6 ；1.50=（12.5-12.25）×6。

（二）2018年12月31日

例4 ：接例3，假设2018年 12月31日汇率为1 ：6.10，相

应会计分录如下：

1.汇率变动对外币债券余额的影响

借：债权投资——　外币债券——　面值　　　　　　¥50.00

　　　　　　　　　　　　　　　　　　　　　　　　　　　　　　　　　　　　　　　　　　　——　利息调整　¥1.00

　　　　　　　贷 ：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51.00

其中：50.00=500×（6.1-6），1.00=（10.25-0.25）×（6.1-6）。

2.利息收入确认及利息调整摊销

2018年12月31日实际利息为：（$510.25-$0.25）×4.8%=

$24.50 ；利息摊销数为：$25-$24.50=$0.50。
借：银行存款　　　　　　　　　　　　　　　　　　　　　　　　　　　　　　　¥152.50（$25）

　　　　　　　贷 ：投资受益或利息收入（¥149.45-¥8.63）　　　　　¥140.82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8.63

　　　　　　　　　　　　　　债权投资——　外币债券——　利息调整¥3.05（$0.5）

其中：152.50=25×6.1，8.63=25×6.1÷(1+6%）×6%，149.45

=24.50×6.1，3.05=0.50×6.1。

在贷款服务营改增之后，上述会计分录中，在计息日“债

权投资——　利息调整”的摊销金额应是“票面利息-实际利

息”，而不应是“票面利息-实际利息-销项税额”。因为，若以

“票面利息-实际利息-　销项税额”作为“利息调整”的摊销金

额，随着“利息调整”的摊销，实际利息与票面利息会越来越

接近，会导致“票面利息-实际利息-销项税额”成为负数。这

不仅不再是对“利息调整”的摊销，而且对尚未摊销完的“利

息调整”起着附加作用，导致债券到期时“债权投资——　利息

调整”仍然有借方余额。只能在债券到期终止确认时，将“债

权投资——　利息调整”借方余额予以冲减，并调减“投资收益

或利息收入”。这会导致各计息日以更高的金额（实际利息）

确认“投资收益或利息收入”，但在债券到期终止确认时却可

能要一次性大额调减“投资收益或利息收入”这既不符合谨

慎性原则的要求，还会使得会计损益产生波动。

3.减值损失与准备

新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代替了旧准则的已发生

损失法。预期信用损失模型的核心内容是：一般地，从相关

金融资产初始确认后，企业应当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

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相关宏观经济状况的预

测等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动态评估相关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变化，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分三种情况确认计量相关金

融资产的减值损失和准备，具体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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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中：“情况1”是指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未显著

增加；“情况2”是指信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已显著增加，

但没有客观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已发生减值；“情况3”是指信

用风险自初始确认后并已显著增加，而且有客观证据表明金

融资产已发生减值。

新准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未来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

是指因资产负债表日后12个月内可能发生的金融工具违约

事件而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是

指因金融工具整个预计存续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违约事件而

导致的预期信用损失。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又被称为生

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

（1）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与准备

例5 ：接例4，与初始确认日比较，2018年 12月31日外

币债券信用风险并未显著增加，GS公司应确认未来12个月

内预期信用损失；根据过去、当前债券发行人的信用状况信

息及以后12个月内债券发行人所在行业宏观经济形势，GS

公司认为2019年 6月30日的利息能完整收到，未来12个月

的违约率为2%，预计违约事件于2018年12月31日以后12个

月届满时（2019年12月31日）发生，违约损失率为70%，违

约事件发生时预期现金流量为 $157.50（预期收取本金和利息

$525减去违约损失 $525×70%）。因为违约事件预计在2019

年12月31日发生，立足该日往后看，就不会再有现金流入了，

所以该日之后每期的合同现金流量全部构成现金短缺。

GS公司将每期现金短缺以初始确认时确定的实际利率折

算到2018年12月31日的现值及12个月预期信用损失如表2。

上表中：F=D×（1+E）-A ；“预期信用损失”列和“2018

年 12月 31日”行交叉单元格中的数字“6.67”等于每期现金

短缺现值与2018年12月31日往后12个月内违约率乘积的加

总，这就是2018年 12月 31日GS公司应确认的减值损失准

备，相应会计分录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　　　　　　　　　　　　　　　　　　　　　　　　　　　　　　　　　　　¥40.02

　　　　　　　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0.67

　　　　　　　贷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40.69（$6.67）

其中：40.02=6.67×6，0.67=6.67×(6.1-6），40.69=6.67×

6.1。

上述分录中，债权投资减值准备金额¥40.69由两个原因

形成：一是以2018年 6月30日汇率折算的债权投资的减值

（USD6.67×6）；二是由于2018年12月31日汇率上升引起的

变化[USD6.67×（6.1-6）]。因为在资产负债表中列报时，“债

权投资”要以净额列报（账面余额减去损失准备），“债权投

资减值准备”是“债权投资”的备抵账户，其性质是资产类科

目，在债权投资终止确认之前一直会存在余额，所以汇率变

动对“债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影响金额不构成“资产减值损

失”，而应确认为“财务费用——　汇兑损益”。

（2）生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与准备

例6 ：接例4，与初始确认日比较，2018年 12月 31日外

币债券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但没有证据表明所持外币

债券已发生减值，GS公司应确认生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

假设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6月 30日的利息能完整收

到；2019年6月30日~ 2022年12月31日期间违约率为2%，

2022年 12月 31日~ 2024年 12月 31日违约率为4%，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6月 30日期间违约率为8%，违约损失

率为70%。在计算生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时，就不能再使用

2018年 12月31日后12个月内的违约概率了，而是应当使用

经过计算的每一期的累计违约率计算每期的预期信用损失，

然后汇总计算应确认的生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如表3）。

表3中：H=F×（1+G）-A ；J=J上期+I×（1-J上期）；“预

期信用损失”列和“2018年 12月31日”行交叉单元格中的金

额“78.71”等于每期现金短缺现值与2018年 12月 31日往后

整个预期存续期内每期累计违约率乘积之和，这就是2018年

12月 31日GS公司应确认的生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会

计分录处理方法与例5相同。

（3）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且已发生减值情况下信用减值

损失与准备

就此种情况，新22号准则第五十九条有特别规定，对于

资产负债表日已发生信用减值但并非购买或源生已发生信用

减值的金融资产，信用损失应为该金融资产账面余额与按原

实际利率折现的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额。这其

实是要求以“已发生损失法”确认计提减值损失准备。

例7 ：接例4，与初始确认日比较，2018年 12月 31日外

币债券的信用风险已显著增加，且有证据表明所持外币债

券已发生减值。假设GS公司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分布如表

3“预期现金流量”列所示，那么估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就

等于：每期预期现金流量按初始确认时的实际利率（5%）折

算到2018年12月31日的现值的加总，经计算结果为 $166.67。

截至2018年 12月 31日债权投资账面余额为 $509.50（面值

$500，利息调整 $9.50），应确认债券投资减值准备=$509.50-

表1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应用分析表
　　　　　　　　　　　　信用风险

会计处理
情况1 情况2 情况3

减值损失和准备
未来12个月内
预期信用损失

生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

实际利息收入 实际利率乘以账面余额
实际利率乘以
摊余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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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7=$343,会计分录处理方法与例5相同。

若在发生减值资产负债表日的前期，按“预期信用损失

法”确认计量了减值损失与准备，应将原先确认的“债权投

资减值准备”，调整到以“已发生损失法”计提确认的减值准

备金额。再者，按新22号准则第三十九条规定，在后续期间

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金融资产，企业应当在后续期间，按

照该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其利息收入。

就本例来说，至少在2018年 12月 31日之后的两个计息日，

GS公司得以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确认利息收入；若

因外币债券信用评级被上调等事件使其信用风险有所改善，

下一资产负债表日不再存在信用减值，GS公司则应转按实

际利率乘以外币债券账面余额来计算确定利息收入，同时还

要恢复按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确认信用损失准备。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责任编辑　 武献杰

表2　　　　　　　　　　　　　　　　　　　　　　　　　　　　　　　　　　12个月预期信用损失计算分析表　　　　　　　　　　　　　　　　　　　　　　　　　　　　　　　　　　　　　　　　　　　　　　　货币单位：万美元
　　　　　　　　计算参数

时间分布

期数 合同现金流量 预期现金流量 预期现金短缺 折现率 现金短缺现值 违约率 预期信用损失

A B C D=A-B E F G H=G*F

2018/12/31 - - - - - - - 6.67

2019/6/30 1 25.00 25.00　 - 5% - 2% -2.40

2019/12/31 2 25.00 157.50 -132.50 5% -120.18 2% 0.43

2020/6/30 3 25.00 - 25.00 5% 21.60 2% 0.41

2020/12/31 4 25.00 - 25.00 5% 20.57 2% 0.39

2021/6/30 5 25.00 - 25.00 5% 19.59 2% 0.37

2021/12/31 6 25.00 - 25.00 5% 18.66 2% 0.36

2022/6/30 7 25.00 - 25.00 5% 17.77 2% 0.34

2022/12/31 8 25.00 - 25.00 5% 16.92 2% 0.32

2023/6/30 9 25.00 - 25.00 5% 16.12 2% 0.31

2023/12/31 10 25.00 - 25.00 5% 15.35 2% 0.29

2024/6/30 11 25.00 - 25.00 5% 14.62 2% 0.28

2024/12/31 12 25.00 - 25.00 5% 13.92 2% 5.57

2025/6/30 13 525.00 - 525.00 5% 278.42 2% -2.40

表3　　　　　　　　　　　　　　　　　　　　　　　　　　　　　　　　　　　生命周期预期信用损失计算分析表　　　　　　　　　　　　　　　　　　　　　　　　　　　　　　　　　　　　　　　　　　计量单位：万美元
　　　　　　计算参数

时间分布

期数 合同现金流 违约损失率 违约损失
预期现金

流量

预期现金

短缺
折现率

现金短缺

现值
每期违约率 累计违约率

预期信用

损失

A B C D=B*C E=B-D F=B-E G H I J K=J*H

2018/12/31 - - - - - - - - - - 78.71

2019/6/30 1 25.00 0% - 25.00 - 5% - 0% 0% -

2019/12/31 2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5.87 2% 2.00% 0.32

2020/6/30 3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5.12 2% 3.96% 0.60

2020/12/31 4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4.40 2% 5.88% 0.85

2021/6/30 5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3.71 2% 7.76% 1.06

2021/12/31 6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3.06 2% 9.61% 1.25

2022/6/30 7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2.44 2% 11.42% 1.42

2022/12/31 8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1.84 2% 13.19% 1.56

2023/6/30 9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1.28 4% 16.66% 1.88

2023/12/31 10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0.74 4% 19.99% 2.15

2024/6/30 11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10.23 4% 23.19% 2.37

2024/12/31 12 25.00 70% 17.50 7.50 17.50 5% 9.74 4% 26.27% 2.56

2025/6/30 13 525.00 70% 367.50 157.50 367.50 5% 194.89 8% 32.16% 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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