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及

应用指南的解释，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有以下两种情况发

生：一是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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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追加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

施加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即追加投资情况。二是因处置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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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处置投资情况。下面通过举例

来探讨在这两种情况下，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的有关会计

处理。

一 尧 追 加 投 资 情 况 下 成 本 法 转 换 为 权 益 法

例1：甲公司2006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1 000万元取得乙

公司10豫的股份，取得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9 000

万元，可辨认净资产账面价值为8 500万元，差额产生的原因

是一项专利权账面价值为1 000万元，而公允价值为1 500万

元，该专利权摊销年限为10年。甲公司取得该项投资后采用成

本法核算。2006年乙公司实现净利润450万元。2007年1月1日

甲公司追加投资2 000万元，取得乙公司20豫的股份，对乙公司

产生重大影响。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1 000

万元。假定甲公司按净利润的10豫提取法定公积金，不考虑对

所得税的影响。

根据规定，由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时，应区分原持有的长

期股权投资、新增长期股权投资以及综合考虑有关的商誉或

形成的留存收益。

（一）新增长期股权投资情况下的调整

对于新取得的股权投资，应比较新增投资的成本与取得

该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

其中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

权投资的成本；反之，则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及当期营业

外收入。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2 200

万元（11 000伊20豫）跃2 000万元，因此应确认投资成本为2 200

以下三种情况进行处理：

1. 在按计算公式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对本期暂估价

入账的材料不计入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当中。上例

在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按照谨慎性原则，对暂估价入账的

材料计划成本1 692 600元不予考虑，体现了当期材料的成本

差异与当期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相配比的原则。

2. 在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可将本期暂估价入账的材

料计划成本计入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中。上例在计

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依据重要性原则，考虑了暂估价入账的

材料计划成本1 692 600元，而对于这部分材料可能存在的成

本差异，因其对本期发出材料的成本差异影响不大，可以忽略

不计。

3. 在按计算公式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对本期暂估价

入账的材料计划成本，可按买卖合同约定的价格，先估计本期

暂估价入账的材料成本差异，再把暂估价入账的材料成本计

入本期验收入库材料的计划成本当中，按规定的计算公式进

行计算。

上例在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率时，依据客观性原则，考虑了

暂估价入账的材料计划成本1 692 600元，同时也估计出这部

分材料可能存在的成本差异。

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在月末对原材料按计划成本暂估

价入账时，要按计划成本借记“原材料”科目，同时借记“材料

成本差异”科目（按购销合同的约定价格与计划成本间的超支

金额），贷记“应付账款”科目（按购销合同的约定价格），或借

记“原材料”科目（按计划成本价），贷记“应付账款”科目（按购

销合同的约定价格）和“材料成本差异”科目（按购销合同的约

定价格与计划成本间的节约金额）。

假设上述各例资料不变，甲公司购入的L材料，计划成本

为1 692 600元，材料已验收入库，发票账单未到，该批材料的

购销合同约定价格为1 600 000元，则月末按照计划成本暂

估价入账时，借：原材料1 692 600；贷：应付账款———暂估应

付账款1 600 000，材料成本差异92 600。那么，在计算分

摊本月的材料成本差异时，应按计算公式：材料成本差异率越

（30 740原200 000原92 600）衣（1 000 000垣3 200 000垣1 692 600）伊

100%越原4.44%；本月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越2 900 000伊

（原4.44%）越原128 760（元）。

笔者认为，在考虑暂估价入账的材料可能存在的成本差

异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材料成本差异率比较客观合理。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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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差额部分200万元确认为营业外收入。会计处理为：借：

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成本）2 200万元；贷：银行存款

2 000万元，营业外收入200万元。

（二）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情况下的调整

对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可分为原投资日长期股权

投资的调整和原投资日至转换日期间（原持有期间）被投资

单位实现净损益等原因导致的调整两部分。

1. 原投资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调整。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及其应用指南的解释：

淤当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大于按原持股比例计算

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时，

应将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确认为新的投资成本。

于当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小于按原持股比例计算

确定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时，应

将应享有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

额确认为新的投资成本，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 000万元，原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为900万元

（9 000伊10豫）约1 000万元。因此应确认的投资成本为1 000万

元。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成本）1 000万元；贷：长期

股权投资———乙公司1 000万元。

假定本例中2006年1月1日投资额为800万元，则有关调整

情况如下：原持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800万元；原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为

9 000伊10豫越900（万元）跃800万元。

因此应确认的投资成本为900万元，差额100万元调整留

存收益，其中调整盈余公积：100伊10豫越10（万元）；调整利润分

配：100原10越90（万元）。会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乙

公司（成本）9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800万元，

盈余公积10，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90万元。

2. 原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等原因导致的调

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及其

应用指南的解释，对原取得投资后至再次投资的交易日之间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

的部分，如果属于在此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

份额的，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及留存收益；如果属于

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而应享

有的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及“资本公积———其他

资本公积”科目余额。

（1）按照公允价值调整乙公司2006年实现的净利润：450原

（1 500原1 000）衣10越400（万元）；调整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400伊10豫越40（万元）；调整盈余公积：40伊10豫越4（万

元）；调整未分配利润：40原4越36（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40万元；贷：盈

余公积4万元，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6万元。

（2）因其他因素导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额：（11 000原9 000）原400越1 600（万元）；应享有的份额：

1 600伊10豫越160（万元）。会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

乙公司（其他权益变动）160万元；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

公积160万元。

（三）商誉或留存收益的调整

上述与持股比例相对应的商誉或是应计入留存收益的金

额与新取得投资过程中体现的商誉与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应

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确定与整体投资相关的商誉或是因投

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而

应计入留存收益或损益的金额。

经过以上调整，甲公司总的投资成本为3 200万元，则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为：11 000伊

30豫越3 300（万元）。两者的差额为100万元，前已确认计入营

业外收入200万元，因此应调整投资成本及已确认的营业外收

入100万元。会计处理为：借：营业外收入100万元；贷：长期股

权投资———乙公司（成本）100万元。

二 尧 处 置 投 资 情 况 下 成 本 法 转 换 为 权 益 法

例2：甲公司持有乙公司60豫的股份，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余额为6 000万元。2007年1月1日甲公司将对乙公司30豫的股

份对外出售，出售价款为3 500万元。出售日乙公司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为10 000万元。甲公司原取得对乙公司60豫股权

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7 000万元（假定可辨认

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自甲公司取得乙公司投

资后至处置前，乙公司实现净利润2 000万元，其他权益变动

为1 000万元，乙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甲公司、乙公司均按净

利润的10豫提取法定公积金。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1. 按处置或收回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的长期股

权投资成本。即：6 000伊（30豫衣60豫）越3 000（万元）。会计处理

为：借：银行存款3 5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3 000

万元，投资收益500万元。

2. 比较剩余长期股权投资的投资成本与原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剩余长期股权投

资成本为3 000万元。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原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为2 100万元（7 000伊

30豫）约3 000万元，因此改为权益法后新的投资成本为3 000万

元。会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成本）3 000万

元；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3 000万元。

3. 原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等原因导致的调

整。有关调整情况同前述“原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

等原因导致的调整”。

（1）原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应享有份额的

调整。应享有净损益份额：2 000伊30豫越600（万元）；应计入盈

余公积金额：600伊10豫越60（万元）；应计入利润分配金额：

600原60越54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

整）600万元；贷：盈余公积60万元，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40万元。

（2）原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其他权益变动应享有份额的

调整。应享有其他权益变动份额：1 000伊30豫越300（万元）。借：

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其他权益变动）300万元；贷：资本

公积———其他资本公积300万元。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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