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妨碍正常使用的。譺訛产品经返修后仍未达到正品要求的。

譻訛试产产品，测试样机。

（3）残次品。毁损、变质，使用价值全部或部分丧失，经技

术判定不能用作出售的产品。

（4）呆滞物料。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为呆滞材料：譹訛库龄在6

个月以上未使用的物料（不包括战略储备物料）。譺訛库龄在1年

以上的战略储备物料。譻訛由于技术革新、工艺调整、生产计划

变更等原因经技术判定不需用的物料。

其中，战略储备物料是指由于预测某种物料在市场中一

定时期内紧缺导致某种产品停产而提前采购储备的物料或者

由于预测某种大宗物料即将进行较大幅度的涨价而提前采购

的生产必需物料。

（5）废料。毁损、变质，使用价值完全丧失，不能用作生产

的账面材料。

2. 逾期应收账款。债务人超过合同或协议规定的付款时

间1个月以上未偿还的欠款，如无约定付款时间则以发货当日

为付款时间。

3. 不良固定资产。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为不良固定资产：

譹訛因工艺变革或产品更新等原因而闲置半年以上的固定资产

（房屋建筑物除外）。譺訛连续未使用达一年以上闲置的房屋建

筑物。譻訛未提足折旧提前报废的账面固定资产。譼訛毁损的账面

固定资产。

4. 不良在建工程。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为不良在建工程：

譹訛已停建六个月以上的在建工程。譺訛毁损的部分工程或工程

物资。譻訛工程成本大于工程市值的在建工程。

5. 不良模具。满足以下条件之一为不良模具：譹訛因工艺

变革或产品更新等原因而闲置的模具。譺訛未摊销完提前报废

的账面模具。譻訛未摊销完毁损的账面模具。

6. 不良无形资产。已过使用期限或丧失使用价值的无形

资产。

7. 不良长期投资。譹訛不良证券投资。该证券的市价低于

成本价30%以上。譺訛不良期货投资。市价与期货合约价进行比

较，浮动亏损额占存入保证金的30%以上。譻訛不良联营投资或

全资投资。根据权益法计算出来的企业所占有的投资现值低

于账面投资价值15%以上。

8. 其他不良资产。所依附的资产已报废或灭失或失去使

用价值的其他资产，如待摊费用、递延资产和待处理财产损溢

中的不良资产，福利费超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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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对下列两

种情况下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进行日常核算：譹訛投资

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譺訛投资企

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

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

因此，将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就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

第一种情况，不具有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

期股权投资，因追加投资导致投资企业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

施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的情况。第二种情况，因处置投

资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能力由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

响，或是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情况。

上述两种情况均会涉及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账务处理

问题，虽然两种情况下基本的处理原则相同，即均需进行追溯

调整，但对被投资单位在两次投资时点期间，除净损益外净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却不同。举例分析如下：

一、第一种情况下核算举例

例 1：A 公司于 20伊6 年 2 月 1 日取得 B 公司 10豫的股

权，支付对价款 700万元，取得时 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总额为 6 000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5 600万元。因对被投

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且无法可靠确定该项投资的公允价

值，A公司对其采用成本法核算。假设 A公司按照净利润的

10豫提取盈余公积。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为权益法的会计处理

北京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 刘冠勋

【摘要】母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时，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核算会在两种情况下发生。笔者通过

举例分析了两种情况下的会计处理，以期对大家的会计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成本法 权益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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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伊7年 4月 6日，A公司又以 2 000万元的价格取得 B

公司 20豫的股权，当日 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8 000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7 000万元。取得该部分股权后，A

公司能够对 B公司的生产经营决策实施重大影响，对该项长

期股权投资改为权益法核算。A公司在取得对 B公司 10豫的

股权后至追加投资期间（以下简称“两次投资时点期间”）：

（1）B公司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净利润为 1 000 万

元，未派发过现金股利。

（2）B公司因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 400万元。

上述两项因素导致 B公司的账面净资产自第一次投资

时点的 5 600万元，增加至第二次投资时点的 7 000万元。而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在两次投资时点期间增加 2 000万元，除

上述两项因素导致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1 400万元，

存在其他资产公允价值增加 600万元。

A公司在追加投资时，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改

为权益法核算，原对 B公司 10豫的股权，在两次投资时点期

间，享有 B公司实现的净损益的金额为 100万元（1 000伊10豫）。

两次投资时点期间，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除损益以外的变动，

不论是账面净资产除损益以外增加，还是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除损益以外的其他变动，A公司均应按享有比例予以确

认，应确认享有的资本公积为 100万元［（8 000原6 000原1 000）

伊10豫］，应作追溯调整，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损益调整）100 万元、———B 公司（其他权益变动）100

万元；贷：盈余公积 1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初 90 万元，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00万元。

二、第二种情况下核算举例

例 2：M公司于 20伊6年 2月 1 日取得 N公司 70豫的股

权，形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购买日 N公司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10 000万元，账面净资产与可辨认净资

产的公允价值不存在差额。20伊7年 4月 1日，M公司将其持

有的对 N公司 30豫的股权对外出售，当日被投资单位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 15 000万元，账面净资产为 13 600

万元。M公司自取得对N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后至处置投资期

间（以下亦简称“两次投资时点期间”），N公司实现账面净利

润 3 000万元，N公司因持有的可供出售金额资产的公允价

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 600万元。假设M公司按 10%

提取盈余公积。

在本例中，M公司处置对 N公司的 30豫的股权后，剩余

40豫的股权应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核算，针对两次投资时点

期间 N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具体处理过程如下：

（1）M公司剩余的对 N公司 40豫的股权，享有两次投资

时点期间 N公司净损益的金额为 1 200万元（3 000伊40豫）。

由于原取得投资时点 N公司账面净资产与可辨认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不存在差额，N公司账面实现的净利润为 3 000万

元，即 N公司在原取得投资时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续

计量至投资处置时点期间实现的净利润，不存在对账面净利

润进行调整的情况。

（2）M公司剩余的对 N公司 40豫的股权，享有两次投资

时点期间除净损益以外可辨认净资产变动的金额为 240万元

（600伊40豫），虽然原取得投资时点至投资处置时点期间，N公

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除净损益外增加金额为 2 000万

元（15 000原10 000原3 000），但自原取得投资时点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持续计量至投资处置时点，除净损益以外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增加为 600万元，我们只需要确认自原取

得投资时点至投资处置时点期间，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持

续计量的变动金额。

针对两次投资时点期间 N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变动，M

公司应作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

整）1 200万元、———B 公司（其他权益变动）240万元；贷：盈

余公积 12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初 1 080万元，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 240万元。

从上述例题中，我们注意到原取得投资日 N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10 000万元，投资处置日 N公司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15 000万元，而原取得投资日至投资处置

日 B公司仅实现净利润 3 000万元，账面资本公积增加 600

万元，且原取得投资日 B公司的账面净资产与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相等，那么 N公司按原取得投资日各资产、负债公

允价值持续计量至投资处置日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应

为 13 600万元，而投资处置日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15 000万元，说明部分资产或负债投资处置日公允价值与按

原取得投资日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结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

不予按享有部分确认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仅将

原取得投资日至投资处置日期间，以原取得投资日各资产、负

债公允价值持续计量产生的除损益外所有者权益的变动，按

享有部分确认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即在由控制

关系转为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的情况下，不能因处置部分投

资而改变原取得投资时以各资产、负债公允价值持续计量的

基础。

而在不具有重大影响且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

权投资追加投资转换为权益法核算时，由于原取得投资时采

用成本法核算，追溯调整也没有考虑原取得投资时点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持续计量至追加投资日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的情况且原持股比例较低，因此取得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存在一定的难度，故

简化处理将原取得投资日至追加投资日期间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除损益外的变动部分，按持股比例享有的部分均确认

为“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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