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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JR/T 0064  《金融工具统计计值》分为6个部分： 

第1部分：存款； 

第2部分：贷款； 

第3部分：非股票证券； 

第4部分：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第5部分：股票和其他股权； 

第6部分：金融衍生产品。 

本部分为JR/T 0064的第1部分。 

本部分依据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0）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本部分起草人：盛松成、张涛、阮健弘、郭永强、李曙光、李红、岳丹、毛奇正、潘曾云、张璇、

汪洋、王晓峰、刘国辉、黄雯敏、王惠华、幸泽林、柏雪银、赵俐佳、常冕、贾树辉、张艳、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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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工具统计计值 

第 1 部分：存款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金融统计中存款应计利息的计算规则、计值原则、存款产品计值方法及存款流量统计

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的与存款产品统计业务有关的银行业

金融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R/T 0062  金融工具常用统计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JR/T 0062确立的与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计值  valuation 

确定金融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过程。    

3.2  

    公允价值  fair value 

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 

3.3  
    市场价值  market value 

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

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3.4  
    账面余额  book balance 

某一账户的账面实际余额，不扣除作为该账户备抵的项目（如累计折旧、相关资产的减值准备等）。 
3.5  
    权责发生制  accrual basis 

以权、责关系的实际发生及其影响期间来确认企业的收入和费用的一种会计核算方法。其核心内容

是凡是本期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都应作为本期的收入和费用入

账。 
3.6  
    应计利息  accrued interest 

自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或起息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产生的应该计提而未支付的利息。 
3.7  
    流量  flow 

http://define.cnki.net/WebForms/WebDefines.aspx?searchword=%e4%bc%9a%e8%ae%a1%e6%a0%b8%e7%ae%97%e6%96%b9%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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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测度的，其大小有时间

维度。 

3.8  
    存量  stock 

存量是某一时点上存在的某种经济变量的数值，它是在某一时点上测度的，其大小没有时间维度。 

3.9  
    期初存量  opening stock 

某类金融资产或负债在核算阶段开始时的存量价值。 

3.10  
    期末存量  closing stock 

某类金融资产或负债在核算阶段结束时的存量价值。 

3.11  
    交易  transaction 

机构单位之间根据共同签订的协议从对金融资产或负债所有权的形成、清算或改变中产生的金融流

量。 

4 缩略语 

OS      期初存量 

CS      期末存量 

T       交易 

VC      计值变化 

OCVA    资产数量的其他变动 

5 计息规则 

5.1 利率换算 
存款利息计算采用名义利率。利率的换算关系为： 

月利率＝年利率÷12 
日利率＝年利率÷360 

5.2 计息方法 
计息方法分为以下两种： 

5.2.1 积数计息法 
积数计息法按实际天数每日累计账户余额，以累计积数乘以日利率计算利息。其计算公式如下： 

    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其中 
累计计息积数＝账户每日余额合计数 

5.2.2 逐笔计息法 
逐笔计息法按预先确定的计息公式逐笔计算利息。在不同情况下可选择不同的计息公式： 
——计息期为整年（月）的，计息公式为： 

利息＝Σ[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 

——计息期有整年（月）又有零头天数的，计息公式为： 

利息＝Σ[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存期全部化成实际天数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利息＝Σ[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5.3 分段计息 
按照国家规定在计息期间遇利率调整需要分段计息时，根据不同情况选择相应的利息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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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笔计息法下，利息＝Σ[各分段利息] 
积数计息法下，利息＝Σ[分段累计计息积数×分段日利率] 

6 存款计值规则 

6.1 基本规则 
无须支付利息的存款应以其账面余额进行计值，应支付利息的存款则以账面余额加上应计利息进行

计值。以外币标值的存款按照报告期末国家公布的中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进行计值。 
6.1.1 本金 

本金采用账面余额，本金等于相应存款账户在报告期末的账面余额。 

6.1.2 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自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或起息日）至报告期末的前一日产生的应该计提而未支付

的利息。应计利息计息时采用名义利率计息。 

6.2 特殊情况 
——破产清算金融机构对其存款只计本金，不计应计利息； 

——转存存款包括约定转存存款、自动转存存款。本金等于实际转存的金额，并按相应的储种规定

按期计算应计利息； 

——定期存款逾期时，应以本金加应计利息进行计值。其中，本金等于定期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应计利息等于逾期之日起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 

7 存款产品计值 

7.1 活期存款 
7.1.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活期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1.2 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按国家相关规定自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

付的利息。活期存款采用积数计息。 

应计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其中 

累计计息积数＝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每日余额累计数 

7.2 定期存款 
7.2.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定期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2.2 应计利息 
1）单位定期存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按国家规定计算自起息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在不同情

况下可选择不同的计息公式： 

——“对年对月对日”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存期全部化成实际天数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2）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按国家规定计算自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

付的利息。其中按照约定应取未取利息不计入应计利息。在不同情况下可选择不同的计息公式： 

——“对年对月对日”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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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期全部化成实际天数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3）零存整取储蓄存款、整存零取储蓄存款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按国家规定计算自起息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 

应计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其中 

累计计息积数＝开户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每日余额累计数 

4）教育储蓄存款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按国家规定计算自起息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教育储蓄

存款计息中采用的利率为开户日同档次整存整取利率，六年期按开户日的五年期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款

利率计息。 

应计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其中 

累计计息积数＝开户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每日余额累计数 

5）定活两便存款 

应计利息指按国家规定计算自起息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在不同情

况下可选择不同的计息公式： 

——“对年对月对日”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存期全部化成实际天数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其中，利率应采取以下利率： 

当实际天数不足三个月或打六折后低于活期利率时，利率＝报告期末活期利率；当实际天数大于3

个月（含3个月）不满半年的，利率＝报告期末整存整取三个月储蓄存款档次利率×60%；当实际天数大

于半年（含半年）但在一年以内，利率＝报告期末整存整取半年期储蓄存款同档次利率×60%；当实际

天数在一年以上（含一年），利率＝报告期末整存整取定期储蓄一年期存款利率×60%。 

7.3 通知存款 
7.3.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通知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3.2 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按国家规定计算自起息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利率为相

应档次通知存款利率。 

应计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其中 

累计计息积数＝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每日余额累计数 

7.4 协议存款 
7.4.1 本金 

报告期末协议存款的账面余额。 

7.4.2 应计利息 
自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或起息日）至报告期末的前一日，按照双方约定的利率及计结息规则

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 

7.5 协定存款 
7.5.1 本金 

协定存款本金，包括报告期末结算户存款的账面余额和报告期末协定户存款账面余额两部分。 

7.5.2 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结算户存款应计利息＋协定户存款应计利息，其中 

——结算户存款的应计利息见 7.1.2 活期存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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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计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活期存款利率），其中，累计计息积数＝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

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每日余额累计数 

——协定户存款的应计利息按照结息日或支取日国家规定的协定存款利利率计息，计算公式如下： 

应计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协定存款利率），其中，累计计息积数＝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

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每日余额累计数 

7.6 保证金存款 
7.6.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保证金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6.2 应计利息 
按照其存款种类及应计利息的计算见7.1.2活期存款、7.2.2定期存款。 

金融机构吸收的单位开立的保证金存款，按照单位活期存款、单位定期存款有关规定计算应计利息。

个人开立的保证金存款按相应储蓄存款有关规定计算应计利息。 

7.7 应解及临时存款 
7.7.1 本金 

本金为报告期末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7.2 应计利息 
——应解存款不计应计利息； 

——临时存款，如果该项存款计息，则按照 7.1.2 活期存款计算应计利息，如果该项存款不计息，

则不计算应计利息。 

7.8 结构性存款 
7.8.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8.2 应计利息 
应计利息指根据与其挂钩的金融衍生产品在报告期末的市场价值，按双方约定的产生利率的条件、

方式和利率值计算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 

7.9 委托存款 
7.9.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9.2 应计利息 
按照存款产品的种类及相应规定计息。 

7.10 信用卡存款 
7.10.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10.2 应计利息 
信用卡包括贷记卡、准贷记卡。贷记卡存款账户余额不计息，准贷记卡存款账户按照活期存款计算

应计利息。 

7.11 财政存款 
7.11.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11.2 应计利息 
——财政库款 

参见活期存款计值规定7.1.2。 

——财政过渡存款 

财政过渡存款账户不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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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第三方存管存款 
见活期存款计值7.1。 

7.13 准备金存款 
7.13.1 本金 

本金等于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存款余额与超额准备金存款余额之和。 

7.13.2 应计利息 
准备金存款利息=法定存款准备金计息积数×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超额存款准备金计息积数×超

额存款准备金利率。 

其中，计息积数等于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的每日余额累计。 

7.14 特种存款 
7.14.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14.2 应计利息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存期和利率计算，应计利息等于自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至报告期末前

一日之间产生的应计而未支付的利息。逾期按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计息。在不同情况下可选择不同的计

息公式： 

——“对年对月对日”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年（月）数×年（月）利率+本金×零头天数×日利率 

——存期全部化成实际天数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应计利息＝本金×实际天数×日利率 

——应计利息＝累计计息积数×日利率，其中 

累计计息积数＝上一合同约定利息支付日至报告期末前一日之间每日余额累计数 

7.15 金融机构划来财政性存款 
7.15.1 本金 

本金等于报告期末存款账户的账面余额。 

7.15.2 应计利息 
其中属于国库存款的部分计息同7.11；其余部分不计息，因此无应计利息。 

8 存款流量统计规则 

存款报告期的总流量分为三个部分：交易（T）、定值变化（VC）和资产数量的其他变动（OCVA）。

期末存量(CS)-期初存量（OS）=交易(T)+定值变化(VC)+资产数量的其他变动(OCVA)。其中，具体规则

如下： 

8.1 计入交易（T）项下的变动 
对本币存款而言，报告期内本金的存入（增加）、支取（减少）和应计利息的变动作为交易事项记

录。 
对外币存款而言，见下面 VC 的说明。 

8.2 计入定值变化（VC）项下的变动 
主要由外汇存款的汇率变动引起的折算差额产生。假设外币存款以外币标价的期初存量和期末存量

分别是 和 ，折算为本币的期初存量和期末存量分别是 OS 和 CS，期初汇率和期末汇率分别为 和

，报告期内的日平均汇率是 ，则： 

0s 1s 0e

1e me

——当 OCVA 不存在时， 
计入流量统计交易（T）项下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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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流量统计定值变化（VC）项下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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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OCVA 存在时， 
计入流量统计交易（T）项下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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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流量统计定值变化（VC）项下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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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计入资产数量的其他变动（OCVA）项下的变动 
     存款的其他变动主要产生于存款分类的重新划分。亦即： 

——存款在二级市场成为可交易工具时应重新分类为非股票证券，计为 OCVA 下的减项（但应注意

与可转换存款的区别，可转换存款指的是不存在罚金或限制的可以按面值立即交换和可以通过

支票、汇票、汇款、直接借记/贷记或其他直接支付手段进行支付的所有存款）。 

——当国家广义货币定义进行调整时，如果有其他金融工具新纳入存款项下，作为“包含在广义货

币中的存款”，计为 OCVA 下的增项。 

——存款受损时，将受损部分视同贷款，计为 OCVA 的减项。     

——存款所属部门重分类时，无论是资产方或是负债方，均应计入 OCVA 项下。例如，其他金融性

公司重分类为其他存款性公司，或者对公共性非金融性公司在私有化之后重分类为其他非金融

性公司时，应随之进行部门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