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以下简称“准

则”）中采用成本法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算时，通常分别投

资年度和以后年度处理。在投资年度及投资以后年度，确认投

资收益和冲减初始投资成本金额的过程比较复杂。下面笔者

采用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即“账面余额检验法”对其进行核

算，将此方法和准则规定的方法进行比较，并将两种方法相互

渗透，以便于理解。

一、“账面余额检验法”的核算原理

1. 会计科目的设置。“应收股利”反映被投资单位分派的

利润或现金股利中属于投资企业的部分，仅仅代表投资企业

的收款权利，不代表投资企业的损益情况。“长期股权投资”反

映投资企业的股权投资成本，在采用成本法核算时，清算性股

利的数额也在此科目中反映。“投资收益”反映投资企业确认

的收益，在采用成本法核算时，只有此科目中的数值才反映企

业的损益。

2. 核算原理及举例。由于在整个成本法的核算程序中，

只涉及以上三个科目，视不同的情况分别计入借贷双方，所以

当两个科目的数额确定时，账面余额检验法根据借贷平衡的

原理，第三个科目的数额可以通过倒挤的方法得出。首先，“应

收股利”科目的数额可直接根据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

金股利乘以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得出，借记“应收股利”科目。

其次，可以确认投资企业应享有的投资收益，根据被投资单

位当年实现的净利润乘以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在投资的第

一年还要考虑持有时间，即乘以持有月份再除以 12）得出，贷

记“投资收益”科目。如果记入“应收股利”和“投资收益”科目

的金额有差异，则按差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至此，可

以得出初步会计分录。要注意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不能够高于初始投资成本。这就是“账面余额检验法”的检验

原则，会计分录如不符合这个原则，就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例：甲公司于 2001年 3月 1日以银行存款购入丙公司10%

的股份，并准备长期持有。甲公司的实际投资成本为 110 000

元。丙公司于 2001年 5月 2日宣告分派 2000年度的现金股

利 100 000元。丙公司 2001年 1月 1日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1 200 000元，其中股本为 1 000 000元，未分配利润为 200 000

元。2001年实现净利润 450 000元，其中 1 ~ 2月份实现净利

润 80 000 元，2002 年 4 月 1 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300 000

元。2003年 4月 28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400 000元，2002年

实现净利润 520 000元。2004年 4月 27日宣布分派现金股利

600 000元，2003年实现净利润 400 000元。

（1）2001年 3月 1 日取得投资，全部作为投资成本。借：

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110 000元；贷：银行存款 110 000

元。以买价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2）2001年 5月 2日宣布发放现金股利：甲公司先确认

属于它的应收股利的金额 10 000元（100 000伊10%），借记“应

收股利”账户。由于丙公司分派的股利来源于 2000年度的净

利润，这部分利润是丙公司在甲公司投资以前获得的，所以甲

公司不能将这部分利润确认为自己的投资收益，相当于贷记

“投资收益”账户 0。此时借贷双方出现差异，不能平衡。通过

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来平衡借贷双方的差额：

10 000-0=10 000（贷方），应贷记“长期股权投资———丙公

司”。这部分即为清算性股利，此时“长期股权投资———丙公

司”的账面余额为 100 000元（110 000-10 000），未超出长期

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 110 000元。会计分录如下：借：应

收股利 10 000元；贷：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10 000元。

（3）2002年 4月 1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现金股利：甲企业

首先确认应收股利金额 30 000元（300 000伊10%）。丙公司

2001年度实现净利润 450 000元，其中属于甲公司的部分为

37 000 元［（450 000-80 000）伊10%］。通过与（2）中类似的方

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账户（借方），借贷双方的

差额为 7 000元（37 000-30 000）。可得到如下会计分录：借：

应收股利 30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7 000元；贷：

投资收益 37 000元。此时，“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账户

余额为 107 000元（100 000+7 000），小于 110 000元（长期股

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所以上述会计分录不需要再进行调整。

（4）2003年 4月 28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现金股利：甲公司

应该确认的应收股利为 40 000元（400 000伊10%）。丙公司

2002年实现的净利润为 520 000元，其中，甲公司应享有的投

资收益为 52 000元（520 000伊10%）。倒挤出差额 12 000元

（52 000-40 000），记入“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账户借

方。会计分录如下：借：应收股利 40 000元，长期股权投

资———丙公司 12 000元；贷：投资收益 52 000元。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119 000元（107 000+

12 000），大于 110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该

方法“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不能够高于初始投资成本”的

原则相抵触，因此需要将上述会计分录作进一步调整，将“长

期股权投资———丙公司”账户的账面余额调增至初始投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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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金额 110 000 元，所以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丙公

司 3 000元”、“应收股利 40 000元”。同时，倒挤甲公司当期

确认的投资收益金额为 43 000元（40 000+3 000）。调整后会

计分录为：借：应收股利40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丙公

司 3 000元；贷：投资收益 43 000元。

此时，甲公司实际确认的投资收益比它应该享有的投资

收益少了 9 000元，可以在备查簿中做好记录，以便在以后年

度被投资单位分派利润或现金股利时再确认。

（5）2004年 4月 27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现金股利：甲公司

确认的应收股利为 60 000元（600 000伊10%），丙公司在 2003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 400 000元，其中，甲企业应享有的投资

收益为 40 000元（400 000伊10%），再加上 2003年应享有但尚

未确认为投资收益的 9 000元，当期最多能够确认的投资收

益为 49 000元（40 000+9 000），记入“投资收益”账户贷方，则

借贷双方的差额为 11 000元（60 000-49 000）。该差额调减“长

期股权投资———丙公司”账户，冲减初始投资成本。所以，会计

分录为：借：应收股利 60 000元；贷：长期股权投资———丙公

司 11 000元，投资收益 49 000元。

此时，“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账户 的账面余额为

99 000元（110 000-11 000），小于 110 000元，符合检验条件，

上述分录即为最终会计分录，无须再作调整。而且，甲公司累

计确认的投资收益与丙公司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是成对应关

系的，即：投资后至今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伊持股比例=

投资后至今投资企业累计确认的投资收益。在本例中，投资

后至今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为 1 290 000元（450 000-

80 000+520 000+400 000），乘以持股比例 10%，甲企业应享

有投资收益等于 129 000元；而甲企业实际上确认的投资收益

为 129 000元（37 000+43 000+49 000），两者相等。

但是，投资后至今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伊持股比

例=投资后至今投资企业累计确认的投资收益，这个等式不

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

（6）如果 2004年 4月 27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的现金股利

为 450 000元，小于 490 000元，但丙公司 2003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仍然是 400 000元，则甲公司确认的应收股利为 45 000

元（450 000伊10%）。如果确认投资收益为 49 000元（40 000+

9 000），则将借记“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9 000 元

（49 000-40 000）。但是，“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的余额

已不能再调增。所以，这种情况下，甲公司能确认的投资收益

只能是 45 000 元。会计分录如下：借：应收股利 45 000 元；

贷：投资收益 45 000元。

让我们再来看甲公司累计确认的投资收益与丙公司累计

实现的净利润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很显然，投资后至今被投资

单位实现的净利润 1 290 000元（450 000-80 000+520 000+

400 000），乘以持股比例 10%，甲企业应享有投资收益等于

129 000 元；而甲企业实际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125 000 元

（37 000+43 000+45 000），两者并不相等。

两者不相等的原因是被投资单位累计发放的现金股利少

于其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使得投资企业在确认投资收益时受

到了限制，而没有将应享有的投资收益完全确认。但是这种不

等的情况只是暂时性的，如果在以后年度被投资单位分派的

现金股利增加了，那么这部分没有确认的收益就可以在以后

年度加以确认 。

二、准则中所用方法与账面余额检验法的比较

仍以前例为资料，用准则中的公式对其进行账务处理。

（1）2001年 3月 1 日取得投资，全部作为投资成本：借：

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110000元；贷：银行存款 110 000元。

（2）2001年 5月 2日宣布发放现金股利，应该作为投资

成本的回收：借：应收股利 10 000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丙公司 10 000元。

（3）2002年 4月 1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现金股利：应享有

的投资收益=（450 000-80 000）伊10%=37 000（元）；应冲减的

投资成本=400 000伊10%-37 000-10 000=-7 000（元）；应确

认的投资收益=300 000伊10%-（-7 000）=37 000（元）。借：应

收股利 30 000元，长期股权投资———丙公司 7 000元；贷：投

资收益 37 000元。

（4）2003年 4 月 28 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现金股利：应冲

减的投资成本 =800 000 伊10% -890 000 伊10%-3 000 =

-9 000-3 000=-12 000（元），小于 0。在成本法下，应将原冲

减投资成本的 3 000元转回。应确认的投资收益=400 000伊

10%-（-3 000）=43 000（元）。借：应收股利 40 000元，长期股

权投资———丙公司 3 000元；贷：投资收益 43 000元。

（5）2004年 4月 27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现金股利：应冲减

的投资成本=1 400 000伊10%-1 290 000伊10%-0=11 000-0=

11 000（元）。借：应收股利 60 000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丙公司 11 000元，投资收益 49 000元。

（6）如果 2004年 4月 27日丙公司宣布发放的现金股利

为 450 000元，小于 490 000元，但丙公司 2003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仍然是 400 000元。投资后到本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计

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125 000元）小于投资后至上年末止

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的净损益（129 000元），所以将当期丙公

司发放的现金股利属于甲公司的部分确认为投资收益。由于

不存在可冲减投资成本，所以应冲减的投资成本为 0，会计分

录如下：借：应收股利 45 000元；贷：投资收益 45 000元。

可以看出，采用准则中的公式计算和用“账面余额检验

法”计算的结果是相同的。但是，应用公式计算时，每一年的账

务处理都需要查找以往各个年度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

金股利、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以及以往年度已冲减的“长

期股权投资”金额，并且需要对其进行加总、比较。如果其中某

一个数据出现差错，则会影响当期的账务处理。而“账面余额

检验法”只需要对比“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以及了解投

资企业有多少应享有但尚未确认的投资收益即可。在以前各

个年度确认的收益和被投资单位净利润都对应的情况下，后

者（即投资企业有多少应享有但尚未确认的投资收益）根本不

用考虑。而且在整个“账面余额检验法”的计算过程中，可以避

开复杂的公式计算，直接调整分录，比较起来，这种方法更加

简单明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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