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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7～12 月每月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以及税前扣除额

3 500元，就得到1～6月和7～12月每月的应发工资额。

至此，每月的应发工资额和全年一次性奖金已得出，每

月的应税所得也已确定，分别取对应的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计算得出每月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和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其中，每月应缴纳的税额可以通过MAX函

数计算得出，全年一次性奖金应缴纳的税额也可以通过

VLOOKUP函数计算得出，具体公式参见表2公式栏。

三、实例测算

表 2中附列了实例测算数据。假设甲职员 2013年预计全

年工资薪金收入共计10万元，其1～6月每月应缴纳的社保基

金和住房公积金分别为 300元、606.06元，预计 7～12月每月

应缴纳的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分别为330元、666.67元。

在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作为常数确定下来后，用10万

元减去税前扣除项，得到全年应税所得 46 583.62元。该数值

处于 36 000元和 72 000元之间，表 1对应的组合中已确定全

年一次性奖金为18 000元。进而算出A为2 381.97元，再加上

前面已确定的各月应缴纳的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以及每

月的税前扣除额3 500元，得出各月应发工资数。

全年一次性奖金为18 000元，应缴纳的税额为540元，每

月工资应缴纳的税额为133.2元，最终全年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总额为 2 138.36元。这个金额就是甲职员 2013年应缴纳的个

人所得税额的最低值。

四、应注意的问题

1. 表1中的税率组合在实务操作中对工资薪金的合理节

税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其中，明确显示了全年一次性奖金的

绝对不合理区间，即：18 000＜B≤29 550，108 000＜B≤
207 000，660 000＜B。只要全年一次性奖金处于这些区间，说

明其工资薪金存在通过合理调整进一步减少税额的空间。

2. 表2模型中的辅助数据表在比较区间方面进行了适当

的合并。例如，将表 1中的“36 000＜C≤72 000”和“72 000＜

C≤83 550”转化为辅助数据表的比较区间时，合并为

“36 000.001～83 550.001”。因为当全年应税所得在这个区间

范围内时，最佳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都为18 000元。

3. 该模型考虑了社保基金和住房公积金等税前扣除项

的影响，很适合企业对员工工资薪金的分配方案进行优化。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稍加改进后，能很方便地进行批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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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下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王增慧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持有至到期投资作为一项金融资产，核算过程较为复杂，而运用EXCEL软件中的财务函数可以简化持有至到

期投资摊余成本的核算，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EXCEL 持有至到期投资 摊余成本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

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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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金融资产需要按照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进行初始

计量，其公允价值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异计入利息调整，在

后续计量中进行分期摊销。按照现行会计制度要求，其后续

计量应当采用实际利率法，按照摊余成本计量。

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是指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初

始确认金额经扣除已偿还本金，加上或减去利息调整的累计

摊销额，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后的结果。计算摊余成本的

一般步骤是：第一步，计算现金流入，在现金流入中不仅包括

本期应收利息，还包括本期收回本金，该本金实际上就是利

息调整的摊销额。第二步，计算实际利率。第三步，计算投资

收益。第四步，计算摊余成本，其相关计算公式一般如下：期

末摊余成本=期初摊余成本+本期投资收益－本期现金流

入－本期计提的减值准备，其中：本期投资收益=期初摊余成

本 ×实际利率，本期现金流入=债券面值 ×票面利率。

在核算中，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在预期

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

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当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实际利率通

常需要采用插值法和试算法计算得出，然后再利用计算出来

的实际利率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投资收益进行计量，直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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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摊余成本，整个计算过程非常繁琐，而EXCEL软件中财

务函数的使用，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二、特定时日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特定时日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企业的债券购买日、债

券的利息发放日和资产负债表日相同，即均为每年的12月31

日，如果购买日和利息发放日为1月1日，也视同为特定时日

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按照付息方式可以将债券分为分期付

息、一次还本和到期一次还本付息两种，两者的区别在于现

金流入的不同。

例 1：2010年 1月 1日，甲企业从证券市场购入面值总额

为100万元的当日发行的5年期债券。购入时实际支付价款为

110万元（包括支付交易费用5万元），票面年利率为5％，每年

末付息一次，到期还本，即每年末获得利息 5万元。甲企业将

该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假定不考虑减值损失和所

得税等其他因素，计算持有期间各期期末的摊余成本。

在本例中，债券购买日、利息发放日和资产负债表日均

为12月31日。

第一步，在EXCEL软件中建立计算表，分别录入相应文

字和计算公式。比如，在第 1行至第 9行中录入相关文字；在

B4单元格中录入计算公式“=E3”，依次向下填充至B8；在C4

单元格中录入公式“=B4∗$C$9”，依次向下填充至C7；考虑小

数尾数调整，将C8单元格的计算公式录入为“=D8-B8”；在

E3单元格中录入计算公式“=B3+C3-D3”，依次向下填充至

E7；在E8单元格录入0；在C9单元格中录入计算公式“=IRR

（D3：D8）”。具体如表1所示。

在建立计算表时，将区域B3：E8的单元属性设置为数值

型，小数位数为0；将C9的单元属性设置为百分比型，小数位

数为4。

其基本原理是，首先利用EXCEL软件中的财务函数 IRR

计算出债券持有期间的实际利率，公式 IRR（D3：D8）是指从

区域D3：D8的一系列现金流入中反推出该投资项目的内含

报酬率；然后在运用前文摊余成本的计算公式进行各项目之

间的关系定义；最后一年还本付息后的期末摊余成本为0。

第二步，我们在计算表中录入现金流入的数据，其中：

2010年 1月 1日在支付购买价款中体现出现金的流出，在录

入中用负值表示，即D3的数值为-1 100 000元；2010年12月

3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企业获得债券利息各5万元，即D4：

D7的数值均为 50 000元；2014年 12月 31日企业获得最后一

年利息及票面金额 1 050 000元，即D8的数值为 1 050 000

元。

录入完成后就可以得出该企业持有到期投资的摊余成

本核算结果，如表2所示。

例 2：沿用例 1资料，所投资债券采用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方式支付利息，其他资料不变。

本例中债券购买日、利息发放日和资产负债表日均为12

月31日，仍设置表1的计算表，在录入现金流入的过程中，由

于债券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2010年 12月 31日至 2013年 12

月 31日均没有现金流入，即D4：D7的数值均为 0，2014年 12

月 31日债券一次还本付息，企业获得 5年利息及票面金额 1

250 000元，即D8的数值为1 250 000元。

录入完成后就可以得出该企业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

成本核算结果，如表3所示。

三、非特定时日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非特定时日的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企业的债券购买日、

债券的利息发放日不是在资产负债表日（12月31日）。这种现

象在我国债券发行和流通过程中较为常见，大多数企业往往

是从二级市场中购入债券，债券的购买时间是企业融投项目

的决定时间，并且债券已经流通了一段时间。

例3：2011年9月20日，甲企业从证券市场购入面值总额

为 100万元的 2009年 5月 15日发行的 5年期债券。购入时实

际支付价款110万元（包括支付交易费用5万元），票面年利率

为 5％，每年 5月 15日付息一次，到期还本，即每年 5月 15日

获得利息5万元。甲企业将该债券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

假定不考虑减值损失和所得税等其他因素，计算持有期间各

期期末的摊余成本。

在本例中，企业购入债券时间为 2011年 9月 20日，债券

时间
2010/1/1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期初摊余成本

=E3
=E4
=E5
=E6
=E7

投资收益

=B4∗$C$9
=B5∗$C$9
=B6∗$C$9
=B7∗$C$9
=D8-B8

现金流入 期末摊余成本
=B3+C3-D3
=B4+C4-D4
=B5+C5-D5
=B6+C6-D6
=B7+C7-D7
0

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单位：元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备注： 实际年利率： =IRR（D3：D8）

表 1 特定时点下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公式

时间
2010/1/1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期初摊余成本

1 100 000
1 081 099
1 061 4664
1 041 680
1 021 130

投资收益

31 099
30 565
30 016
29 451
28 870

现金流入
-1 100 000
50 000
50 000
50 000
50 000
1 050 000

期末摊余成本
1 100 000
1 081 099
1 061 664
1 041 680
10 21 130
0

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单位：元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备注： 实际年利率： =2.827 2%

表 2 特定时点下持有至到期投资
（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型）摊余成本核算

时间
2010/1/1
2010/12/31
2011/12/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期初摊余成本

1 100 000
1 128 486
1 1577 10
1 187 690
1 218 447

投资收益

28 486
29 224
29 980
30 757
31 553

现金流入
-1 100 000
0
0
0
0
1 250 000

期末摊余成本
1 100 000
1 128 486
1 157 710
1 187 690
1 218 447
0

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单位：元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备注： 实际年利率： =2.589 6%

表 3 特定时点下持有至到期投资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型）摊余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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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1/9/20
2011/12/31
2012/5/15
2012/12/31
2013/5/15
2013/12/31
2014/5/15

持有天数

=A4-A3
=A5-A4-1
=A6-A5-1
=A7-A6-1
=A8-A7-1
=A9-A8-1

期初摊余成本

=F3
=F4
=F5
=F6
=F7
=F8

投资收益

=FV（$C$11，B4，0，-C4）-C4
=FV（$C$11，B5，0，-C5）-C5
=FV（$C$11，B6，0，-C6）-C6
=FV（$C$11，B7，0，-C7）-C7
=FV（$C$11，B8，0，-C8）-C8

=E9-C9

现金流入 期末摊余成本

=C3+D3-E3
=C4+D4-E4
=C5+D5-E5
=C6+D6-E6
=C7+D7-E7
=C8+D8-E8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 B C D E F
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单位：元

备注：实际年利率=XIRR（E3：E9，A3：A9）
实际日利率=RATE（365，0，-1，1+C10）

表 4 非特定时点下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公式

利息发放日为每年的 5月 15日，资产负债表日为 12月 31日，

三者时间并不相同。

第一步，在EXCEL软件中建立计算表，分别录入相应文

字和计算公式。比如，在第1行至第11行中录入相关文字；在

B4单元格中录入计算公式“=A4-A3”；在A5单元格中录入计

算公式“=A5-A6-1”，依次向下填充至B9；在C4单元格中录

入计算公式“=F3”，依次向下填充至F9；在D4单元格中录入

公式“=FV（$C$11，B4，0，-C4）-C4”，依次向下填充至D8；考

虑小数尾数调整，将 D9 单元格的计算公式录入为“=E9-

C9”；在F3单元格中录入计算公式“=C3+D3-E3”，依次向下

填充至F8；在F9单元格中输入0；在C10单元格中录入计算公

式“=XIRR（E3：E9，A3：A9）”；在C11单元格中录入计算公式

“=RATE（365，0，-1，1+C10）”。具体如表4所示。

在建立计算表时，将区域A3：A9的单元属性设置为日期

型；区域B3：F9的单元属性设置为数值型，小数位数为 0；区

域C10：C11的单元属性设置为百分比型，小数位数为4。

其基本原理是，第一，利用 EXCEL 软件中的财务函数

XIRR计算出债券持有期间的实际利率，公式XIRR（E3：E9，

A3：A9）是指从日期A3：A9对应的区域E3：E9的一系列现金

流入中反推出该投资项目的内含报酬率，该公式与 IRR公式

的区别在于 IRR公式适用于现金流入的间隔相等，而XIRR

公式的现金流入的间隔不相等。

第二，由于本例题中利息支付日在5月15日，资产负债表

日为12月31日，形成了本期投资收益计算时期初摊余成本核

定问题，如在2012年12月31日核算当年投资收益时，由于在

5月15日时间收到了利息，在利息中包含的有应收利息，也包

含的有收回的本金，在 2012年 1月 1日到 5月 15日之间的期

初摊余成本与 5月 16日到 12月 31日之间的期初摊余成本并

不相同，需要分开计算，此时应付年利率就不再适用。按照复

利计算的原理，我们将实际年利率转化为实际日利率，这里

我们利用EXCEL软件中的财务函数RATE计算，公式RATE

（365，0，-1，1+C10）是指在 365期（因为XIRR函数中，一年

按照 365天计算）下，每期收回为 0，期初支付 1（即现金流入

为-1），期末收回“1+实际年利率”情况下的年金利率。

第三，计算持有天数时，利用两个日期型单元格直接相

减计算得来，在2012年5月15日的持有天数是应当从2012年

1月1日开始计算，因此在公式设置上应当减1天，下同。

第四，计算投资收益时利用EXCEL软件中的财务函数

FV计算，公式FV（$C$11，B4，0，-C4）是指在固定单元格C11

即实际日利率下，期数为B4即持有天数，每期收回为0，期初

支付本金为C4（即现金流入为-C4）即期初摊余成本下计算

的复利终值，终值是本利和，我们只需要计算出实际利息，因

此在FV（$C$11，B4，0，-C4）基础上减本金C4，形成公式“FV

（$C$11，B4，0，-C4）-C4”。

第五，在运用前文摊余成本的计算公式进行各项目之间

的关系定义；最后一年还本付息后的期末摊余成本为0。

第二步，我们在计算表中录入现金流入的数据。其中：

2011年 9月 20日在支付购买价款中体现出现金的流出，在

录入中用负值表示，即 E3 的数值

为－1 100 000元；由于利息支付日

为 5月 15日，即企业在 2011年、2012

年、2013年的 12月 31日没有现金流

入，即 E4、E6、E8 的数值为 0；以

后 2012年、2013年的 5月 15日获得

债券利息各 5 万元，即 E5、E7 的数

值均为 50 000元；而 2014年 5月 15

日企业获得最后一年利息及票面

金额 1 050 000 元，即 E9 的数值为

1 050 000元。

录入完成后就可以得出该企业

持有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核算结果，

如表5所示。

在非特定时点下，如果持有至到

期投资为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则各年

12月31日和5月15日的现金流入均

为 0，仅是最后一次还本付息时存在

现金流入，此外不再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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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1/9/20
2011/12/31
2012/5/15
2012/12/31
2013/5/15
2013/12/31
2014/5/15

持有天数

102
135
229
134
229
134

期初摊余成本

1 100 000
1 105 436
1 062 672
1 074 499
1 031 480
1 042 960

投资收益

5 436
7 236
11 827
6 981
11 480
7 040

现金流入

-1 100 000
0

50 000
0

50 000
0

1 050 000

期末摊余成本

1 100 000
1 105 436
1 062 672
1 074 499
1 031 480
1 042 9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A B C D E F
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核算 单位：元

备注：实际年利率: 1.779 7%
实际日利率: 0.004 8%

表 5 非特定时点下持有至到期投资（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型）摊余成本核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