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得税应由谁承担呢？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2008］

10号文件中并没有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总机构和各分支机

构应根据利润总额分别确定自身实际应承担的企业所得税，

并列示在利润表中，按分配金额申报企业所得税，差额为应收

（受益地区）或应拨（划出税款地区）税款。

4. 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填列《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

税申报表》（A类）。国税函［2008］44号文件规定，A类报表适

用于查账征收企业，若汇总纳税的总分支机构适用 A类报

表，总分支机构属于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方法预缴所得

税的企业。当总机构或分支机构存在税收减免、税收优惠、税

收抵免时，报表使用者就不能清晰地分辨总机构享有的税收

优惠和分支机构享有的税收优惠。笔者认为，汇总纳税、就地

预缴的企业在填列 A类报表时，总机构和分支机构应根据各

自的数据分别填列据实预缴的各项指标，数据之间虽缺乏关

联性，但是可以清晰地反映总分支机构的各项数据。若总分支

机构之间有关联方交易，待年终汇算清缴时，根据关联方交易

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即可。

5. 未明确规定税收抵免和未弥补亏损的处理方法。国税

发［2008］28号文件第十七条规定，总机构和分支机构 2007年

及以前年度按独立纳税人计缴所得税尚未弥补完的亏损，允

许在法定剩余年限内继续弥补。笔者对此规定的理解是：总机

构和各分支机构的亏损只能在亏损机构的法定剩余年限内弥

补，而不能交叉弥补。但这样的理解与《企业所得税法》中“分

支机构不是独立的纳税主体”的规定相违背。如果不这样理

解，总分支机构可以利用各自适用税率的差异进行合理避税。

（二）

由于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2008］10号文件在

执行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可考虑采用以下方式

解决总分支机构的纳税问题：淤执行法律规定的就地预缴，但

不执行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2008］10 号文件规定

的分配办法，即总分支机构根据本单位的利润总额经纳税调

整后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预缴的企业所得税，并在各核算

地所属税务机关申报预缴，年度终了由总机构根据各地税务

机关已受理的预缴申报表执行年终汇算清缴，分支机构不再

汇算。于如果总分支机构执行国税发［2008］28号文件和财预

［2008］10号文件，分配后再预缴各期所得税，则应尽快解决

上述问题，以便各企业和各地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更

好地执行文件。茵

（一）

1援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总体原则。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规定，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原则是：采用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按照初始投资成本计价，追

加或收回投资时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将被投资单

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投资企

业确认投资收益，仅限于被投资单位接受投资后产生的累积

净利润的分配额，所获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超过上述金额的

部分视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

2援 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的优化思路。第一步，

确定记入“应收股利”账户借方的金额。公式为：

被投资单位本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中投资企业

应享有的份额=被投资单位本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

润伊投资企业持股比例

第二步，用倒推法确定记入“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方的

金额。公式为：

长期股权投资调减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已有余额-

本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

其中：本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投资后至本次止被投资单

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中累计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投资后

至上年末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中属于投资企业的部

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未追加投资的情况

下，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不得超过长期股

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即上式括号中的后者大于或等于前

者时，本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为长期股

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反之，当上式括号中的前者大于后者

时，说明投资后至本次止被投资单位累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

利中包含投资企业取得投资前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尚未分配的

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其差额应作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本

次账务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应小于长期股权

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第三步，确定记入“投资收益”账户贷方的金额。公式为：

投资收益=被投资单位本次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

中投资企业应享有的份额-长期股权投资调减数

（二）

例：甲公司于 20伊1年 5月 6日，以 512万元的价格购入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荣树新 胡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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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公司的股票 250万股，占乙公司总股份的 10%，拟长期持

有，另支付相关税费 10万元，其中含有已宣告发放但尚未领

取的现金股利 12万元。

20伊1年乙公司全年实现净利润 240万元，于 20伊2年 2

月 5 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250 万元，并于 3 月 6 日支付。

20伊2年乙公司全年实现净利润 50万元。20伊3年乙公司全年

实现净利润 100万元。20伊4年 2月 28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80万元，并于 3月 20日支付。20伊4年乙公司全年实现净利

润 180万元，20伊5年 5月 7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20万元，并

于 5月 25日支付。

（1）20伊1年 5月 6日，甲公司取得投资时的会计处理如

下：借：长期股权投资 510万元，应收股利 12万元；贷：银行存

款 522万元。

（2）20伊2年 2月 5日，会计处理如下：

第一步，确定记入“应收股利”账户借方的金额，即：250伊

10%=25（万元）。

第二步，用倒推法计算确定记入“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

方的金额：“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510-（250伊10%-

240伊8衣12伊10%）=501（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调减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已有余额-

“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510-501=9（万元）。

记入“投资收益”账户贷方的金额=25-9=16（万元）。会计

分录如下：借：应收股利 25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9万元，投

资收益 16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T”型账户表示如下：

（收到现金股利的分录从略，下同。）

（3）20伊3年，乙公司未宣告发放股利，不进行会计处理。

（4）20伊4年 2月 28日，会计处理如下：

第一步，确定记入“应收股利”账户借方的金额，即：80伊

10%=8（万元）。

第二步，用倒推法计算确定记入“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

方的金额：“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510-［（250+80）伊

10%-（160+50+100）伊10%］=508（万元）。长期股权投资调减

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已有余额-“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

有余额=501-508=-7（万元）。

第三步，确定记入“投资收益”账户贷方的金额：8-（-7）=

15（万元）。

会计分录如下：借：应收股利 8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7万

元；贷：投资收益 15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T”型账户表示如下：

（5）20伊5年 5月 7日，会计处理如下：

第一步，确定记入“应收股利”账户借方的金额：20伊10%=

2（万元）。

第二步，用倒推法计算确定记入“长期股权投资”账户贷

方的金额：“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510-［（250+80+

20）伊10%-（160+50+100+180）伊10%］=524（万元），大于长期

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510万元，则本次账务处理后“长期

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额为 51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调减数=

“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已有余额-“长期股权投资”账户应有余

额=508-510=-2（万元）。

第三步，确定记入“投资收益”账户贷方的金额：2-（-2）=

4（万元）。借：应收股利 2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2万元；贷：投资

收益 4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T”型账户表示如下：

上述计算和会计处理可归纳为下表：

长期股权投资

已有余额 510万元

调减数=9万元

应有余额 501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

已有余额 501万元

调减数=-7万元

应有余额 508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

已有余额 508万元

调减数=-2万元

应有余额 5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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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院表中最后一行袁因为于跃榆袁因此野长期股权投资冶账户应有余额应取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袁即舆=510

年度

20伊1年

20伊2年

20伊3年

20伊4年

20伊1.5.6

20伊2.2.5

20伊3

20伊4.2.28

20伊5.5.7

510

510

510

510

510

501

508

501

508

510

9

-7

-2

16

15

4

投资企业享有的被投资

单位实现的净利润份额

投资企业享有的被投资单

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

借：应收股利盂 贷：长期股权投资余

贷：投资收益
俞=盂-余

初始投
资成本
虞

已有
余额
愚

应有余额
舆=虞+于-榆

调减数
余=愚-舆

16

5

10

18

当年淤

16

21

31

49

累计于

25

8

2

当次盂

25

33

35

累计榆时 间

未宣告发放现金股利袁不作会计分录

会计分录金额计算表 单位院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