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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固定资产在借款偿还之前确认固定基金似乎有所不妥，

于是笔者提出以下解决方法以供讨论。

在项目完工交付使用时，基建会计上将基建投资转作交

付使用资产的同时，在预算会计上我们对基建借款形成的固

定资产的金额可以不确认固定基金，而作为其他应付款来核

算，这样实际上便将基建借款的核算转入了预算会计。账务处

理如下：借：固定资产；贷：固定基金，其他应付款———基建投

资借款。

次年初，基建会计上冲销交付使用资产时，借：基建投资

拨款，基建投资借款；贷：交付使用资产。

归还基建借款时，预算会计上，借：债务还本支出；贷：银

行存款。

同时，借：其他应付款———基建投资借款；贷：固定基金。

在这种处理方法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在项目交

付当年，基建借款在基建会计和预算会计上分别都进行了反

映；二是归还基建借款之前，固定资产和固定基金的金额不相

等。

上面两种方法都是将基建借款转入预算会计上作为负债

核算，但其实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这一差别主要体现在对于基

建借款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所对应的固定基金的确认上，前者

及时以结转自筹基建方式对其进行了确认，而后者是在偿还

了基建借款之后才进行确认。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不难看出，

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目前高校将高等教育经费与基建投资

分开核算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能做到两账合一、有章可循，很

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我们期待着在企业会计实现跨越式发

展之后，预算会计也能迎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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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成本法，虽然有关教材、会

计准则讲解等都给出了相应的操作原则和公式，但是在实际

运用时非常容易出现不知所措的现象。笔者经过多年的教学

积累，总结出一种应用数学思维解决会计问题的方法。

（一）

成本法是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一种方式，按照现行

会计准则，成本法下的会计处理原则归纳如下表所示：

在实际操作中，会计准则讲解及有关教材都给出了下面

的公式：

“应收股利”科目发生额=本期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

金股利伊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 （1）

“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发生额=（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

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

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伊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投资企业

已冲减的投资成本 （2）

其中，式（1）的运用比较简单。只要本期被投资单位宣告

对外分派现金股利，投资企业即可按照此公式直接计算出当

期应收股利的金额。但是，式（2）在运用时非常容易带来操作

上的困惑。现在，笔者运用数学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操

作步骤如下：

第一，设式（2）中的“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

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A，“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

累积实现的净损益”=B，“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C，“投资企

业已冲减的投资成本”=D。

第二，在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现金股利的当期，确定A-B

的值。目的是确定被投资单位在本期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时，投

资企业是作为投资收益还是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核算，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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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行会计准则实施后，由于应用指南对准则的具体操作解释得不够细致，尚存在一些操作上的难点。其中，长

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核算问题较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对公式的规范分析解决实务操作中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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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下的会计处理原则

成本法有关项目

1.投资成本

2.追加或收回投资

3.被投资单位分派
现金股利或利润

会计处理原则

按初始投资成本计量

调整投资成本

确认当期投资收益
渊限定条件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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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少？这是运用成本法的难点所在，也是式（2）在实务操作

中易于出问题之所在。

（二）

下文以实例来说明以上公式的具体运用。

例：A公司2007年4月2日购入M公司股票50 000股，每股

价格12.12元，另支付相关税费4 500元，占其有表决权资本的

5%，并准备长期持有。M公司于2007年5月10日宣告分派2006

年度现金股利，每股0.2元。M公司于2008年4月15日宣告分派

2007年度现金股利，共分派3 500 000元，M公司2007年共实

现净利润3 000 000元。假定M公司于2009年4月5日宣告分派

2008年度现金股利，共分派1 600 000元，M公司2008年共实现

净利润3 900000元。要求：编制相关会计分录。

（1）按照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题属于长期股权投资成

本法的核算范围。

2007年初始投资成本=12.12伊50 000+4 500=610 5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M（成本）610 500元；贷：银行存款

610 500元。

（2）按成本法的规定，投资企业投资当年应收股利如果属

于投资前被投资单位已经实现的净损益，则作为投资成本的

收回。本题中2007年5月10日被投资单位M宣告分派2006年度

现金股利时，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收股利10 000元（50 000伊0.2）；贷：长期股权投

资———M（成本）10 000元。

由于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为5%，所以可以计算出被投资

单位2007年分派的现金股利金额为200 000元（10 000衣5%）。

（3）2008年4月15日，M公司宣告分派2007年度现金股利

3 500 000元。

按照式（1），2007年应收股利=3500 000伊5%=175 000（元）。

运用分析表，可以推断：

2007年投资企业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

的利润或现金股利A=200 000+3 500 000=3 700 000（元）

2007年投资企业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

的净损益B=3 000 000伊9衣12=2 250 000（元）

按照分析表判定，属于A-B跃0的情况。且D=10 000（元）、

（A-B）伊C=（3 700 000-2 250 000）伊5%=72 500（元），即投资

企业累积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为72 500元。显然属于分析表

中“当D跃0，且（A-B）伊C-D跃0”的情况，则投资企业2007年应

冲减的投资成本=（A-B）伊C-D=72 500-10 000=62 500

（元）。

会计处理为：

借：应收股利175 000元；贷：长期股权投资———M（成本）

62 500元，投资收益112 500元（倒挤）。

如果再结合T型账户进行反映，就更清楚了。

（4）假定2009年4月5日，M公司宣告分派2008年度现金股利。

2008年应收股利=1 600 000伊5%=80 000（元）

2008年投资企业投资后至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

的利润或现金股利A=10 000衣5%+3 500 000+1 600 000=

5 300 000（元）

2008年投资企业投资后至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

的净损益B=2 250 000+3 900 000=6 150 000（元）

判定A-B约0，且D=72 500（元）（2007年和2008年累积冲

减投资成本72 500元，公式中的D永远都是累积数），则投资企

业当年应恢复的投资成本=D=72 500（元）。

会计处理为：

借：应收股利80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M（成本）

72 500元；贷：投资收益152 500元。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分析表公式中的D是一项由于以

前年度被投资单位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而形成的冲减投资成

本的累积数，其值变动与否取决于被投资单位是否对外分派

现金股利或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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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2007.05.10———10 000

+62 500

2008.04.15———72 500

注院这里只关注贷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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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应确认冲减或恢复投资成本分析表

项目

说明投资企业投资后分到及当期即将分到的
现金股利多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
净损益袁 结果必然导致当期投资企业累积冲
减的投资成本金额为渊A-B冤伊C曰而在会计处
理上需要确认当年实际应冲减或应恢复的投
资成本遥 具体分以下三种情况院 淤当D鄢=0
时袁 投资企业当年应冲减的投资成本=渊A-
B冤伊C曰于当D跃0袁且渊A-B冤伊C-D跃0时袁投资
企业当年应冲减的投资成本=渊A-B冤伊C-D曰
盂当D跃0袁且渊A-B冤伊C-D约0时袁投资企业当
年应恢复的投资成本= D-渊A-B冤伊C

A-B

不同结果

跃0

会计含义分析

说明投资企业投资后分到及当期即将分到的
现金股利少于或等于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累积
实现的净损益袁 结果必然导致当期投资企业
累积冲减的投资成本金额为0遥具体分以下两
种情况院淤当D=0时袁投资企业当年应恢复的
投资成本=0曰于当D跃0时袁投资企业当年应恢
复的投资成本=D

臆0

注院鄢表示限定条件为被投资单位当年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遥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2008.04.15———72 500

2009.04.05———0

+72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