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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务会计中股利应该作为成本费用核算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夏红雨

【摘要】本文从会计主体假设、股利的性质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等方面来分析，股利是否应该作为成本费用

来核算。在股利作为成本费用核算的情况下，重新构建会计等式与会计报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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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现行的财务会计实务中，利息作为企业的财

务费用来核算，股利没有作为企业的财务费用来核算；而在管

理会计与财务管理中，股利却是作为资金成本来分析的。那么

这样就造成一个现实情况，同样是会计专业的专业课程，不同

的课程对待利息的处理却不同，这样不仅会给学生的理解造

成混乱，也会给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理解造成混乱。笔者认

为，股利实际上也应该作为会计主体的成本费用来核算，从而

使财务会计关于股利的理解与处理和管理会计一致，实现财

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有机统一。

一、财务会计中股利应该作为成本费用核算的原因

1. 从会计主体假设来分析。财务会计核算的是会计主体

的经济业务，而不是企业的经济业务。既然债权人和所有者都

是会计主体的外部人，那么所有者要求的收益也就不应该包

含在会计主体的收益当中。所以，股利应该作为会计主体的经

济利益的流出，在财务会计中作为成本费用核算。

2. 从股利的性质来分析。根据成本的定义，股利实际上

是为了使用权益资金而必须支付的代价，因为在使用权益资

金的过程中，会计主体是可以获得利益的，而使用的权益资金

在当今高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中是作为一种金融资本来使用

的，资本是可以增值的，那么对于所有者来说，他必然会要求

一部分的增值也就是必然会要求一部分的收益。股利就是权

益资金所要求的收益，是会计主体使用权益资金而支付的代

价，因此完全符合成本费用的定义，所以股利应该作为会计主

体的成本费用来核算。

3. 从利息、股利和债务资金、所有者权益资金的相似性

来分析。利息实际上就是企业的债权人所要求的收益，它是企

业的经济利益的流出，是债务资金的资金成本；而股利实际上

是企业的所有者所要求的收益，同样也是企业的经济利益的

流出，是所有者权益资金的资金成本。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利息和股利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由于使用外部资金而需要

支付的代价。另外，债务资金与所有者权益资金实际上是可以

相互转化的，在目前的资本市场中就有很多方法可以使债务

资金和所有者权益资金相互转化，如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在现行资产负债表中，应付股利和应付利息是作为一种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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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以往利润表严格按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配比原则

确认会计利润的狭隘收益观的局限性，让人们树立全面收益

的理念，在分析收益时，不仅要关注企业已实现的收益，而且

要关注企业未实现但有可能实现的收益，正确分析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以利于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因此，会计信息

使用者不能再对未实现但有可能实现的收益不重视、不关心、

不研究，而应通过现行会计准则的实施，充分重视未实现收益

部分，对整体利润的构成情况进行全方位分析和研究。

3. 明确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便于纳税管理。现行

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既满足了现行会计准

则体系目标理念的要求，又符合国家纳税处理的实际。因为按

照我国税法的规定，企业只对实际实现的投资收益才有纳税

义务，对未实现的投资收益不负有纳税义务。《财政部 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7］80号）也明确规定：“企业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以及投资性房地产等，持有期间公允

价值的变动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在实际处置或结算时，处置

取得的价款扣除其历史成本后的差额应计入处置或结算期间

的应纳税所得额。”可见，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计税基础仍为历

史成本。因此，企业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期间，当公允价值发

生变动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便存在一种暂时性差异，

只有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实际处置后，该差异才会转回。现行会

计准则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处理，可以清晰地在利润表中

通过不同的项目反映出企业已实现损益和未实现损益及变动

情况，使利润表全面反映企业的收益情况，税务部门能全面了

解企业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生的损益是多少及其占企业全部

收益的比重，从而更好地进行纳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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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来列支的，实际上表明应付给所有者的股利和应付给债

权人的利息一样是负债。在财务会计等式的发展过程中，本来

就出现过“资产=权益”的等式，也就是说，债务资金和所有者

权益资金都是权益资金，它们的性质没有多大的区别。

4. 从所有者对会计主体的所有权来分析。在股份制公司

中，出资人很多，尤其是当每一个出资人的股份数达不到 50%

时，出资人对会计主体的处置权就大大减弱了，每个出资人都

不能轻而易举地终止这个会计主体。何况，现在每个国家都有

一些保护职工权益的法规，从而更加削弱了出资人对会计主

体的处置权。另外，实际上现在的股东主要目的在于赚钱，在

他们的收益中大部分是由股票的买卖价差而形成的，而股利

在他们的收益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那么许多初始的出资人

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会经常买卖股票，公司的股东随时在变

化，从而更加减弱了出资人对会计主体的处置权，所以，出资

人的所有权只表现为部分所有权。另外，我们知道，出资人对

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还是排在债权人之后的。通过对所有权的

分析，实际上债权人与所有者对会计主体的主要权益就表现

在收益权上，债权人的权益主要表现在利息上，而所有者对会

计主体的权益主要表现在股利上。由此也可以看出，利息与股

利是一样的，没有多大的区别。

5. 从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来分析。现在企业的收益

实际上包括了两部分：会计主体收益与所有者收益。这对于会

计主体来说，实际上是增加了会计主体的收益，即虚增收益，

是与财务会计上的谨慎性原则相违背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客

观、真实地反映出会计主体的收益。这样会造成一连串的副作

用，会使会计报表的可比性、相关性、明晰性逐渐丢失。比如，

目前几个企业的会计利润相同，而各个企业的出资人所要求

的收益率不同，这样每个企业的会计主体利润是不相同的，而

实际上会计主体的利润才真正反映了会计主体的获利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潜力，因此从会计信息质量角度来看，会计主体的

利润要比企业利润更真实、客观，从而用企业利润反映出来的

会计信息不具有可比性、明晰性。用会计主体利润反映出来的

会计信息，对债权主体、投资主体以及其他的相关利益主体来

说，更加客观、准确，更加具有可比性、相关性以及明晰性。因

此，从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来看，股利也应该作为会计主

体的成本费用来核算。

6. 从目前各种财务理论的发展来分析。虽然目前在财务

会计实务中，没有把股利作为成本费用来核算，但是在其他学

科中却已经把股利作为一种成本费用来看待。比如，在财务管

理、管理会计中，在计算某一个项目筹资的资金成本的时候，

就已经把股利作为一种资金成本来核算，“资金成本=债务资

金成本伊筹资百分比+权益资金成本伊筹资百分比”。在这个公

式中，债务资金成本主要是指利息，而权益资金成本主要是指

股利。另外，随着成本概念的发展，机会成本已经被大部分人

所认同。在机会成本概念中，也隐含了股利的发生是一种成

本；在理财目标理论中的 EVA以及目前兴起的增值会计和投

资学中，都把股利看成是一种成本。随着各种理论的发展，对

股利作为成本费用形成统一的认识越来越重要，否则财务会

计将会成为一个孤立、封闭的学科，将会限制财务会计学科本

身的发展。

二、当股利作为会计主体的成本费用核算后财务会计理

论的重新构架

1. 会计等式的变化。目前，在西方常用的会计等式为“资

产=负债+业主权益”；而在我国，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

有者权益”。不管是我国的会计等式还是外国的会计等式，都

把股利看成了会计主体的权益，忽略了在会计主体开始经营

以后，会计主体的资金来源发生了变化，有一部分的资金来自

于会计主体自身。在会计主体刚成立的时候，根据会计主体的

资金来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等式“资产=债务资金+所有者

权益资金”，而当会计主体开始经营以后，会计主体的资金来

源应该会有所变化。这个时候，会计主体的资金来源包括三个

部分：债务资金、所有者权益资金和会计主体资金。那么，根据

会计主体的资金来源，相应的会计等式应该为“资产=债务资

金+所有者权益资金+会计主体资金”。在目前发展比较成熟

的资本市场中，各种资金都能增值而形成资本，会计主体在经

营的过程中，各种资金都有权利去要求自己的权益 ，因此，在

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权益：债务资金权益、所有者权益和

会计主体权益。相应的会计等式也变成“资产=债务资金权

益+所有者权益+会计主体权益”。债务资金权益包括债务本

金和利息，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和股利，会计主体权益是

指会计主体自己所产生的资金以及自己所要求的收益。

2.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结构的变化。按照以

上的思路，资本来源有三类：负债、股东权益和会计主体权益。

那么资产负债表应该相应发生改变。原来资产负债表的右边

只有两项：负债和股东权益。而原来的股东权益现在应该分为

两部分：股东权益和会计主体权益。下面就详细分析股东权益

和会计主体权益应该包括的具体项目。股东权益应该包括股

本（实收资本）、应付股利以及股本（实收资本）溢价而形成的

资本公积；负债应该不包括应付股利，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变

化，但是金额要重新计算。会计主体权益应该包括未分配利润

和各种公益金、公积金以及除了股本（实收资本）溢价而形成

的资本公积以外的其他资本公积，但是这里的未分配利润是

不包括股利的。在利润表中，财务费用所包含的内容应该发生

变化，目前的财务费用是指债务资金的财务费用，而现在应该

增加一项权益资金的财务费用即股利。那么在后面的所有项

目都应该重新计算，每一项计算出来的结果会比现在的金额

要小一些。在现金流量表中，由于已经把所有者权益资金和债

务资金看成是同一性质的资金，那么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和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可以合在一起，称为吸收权益资金

所收到的现金；另外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和分配股利所支

付的现金也可以合在一起，称为支付权益资金成本的现金支

出，不过如果要区分的话，也可以分开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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