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销售损益合并确认为本期的净损益（损益的确认面向未

来）；如果采用重置成本计量，材料的跌价损失和销售损益分

开确认到了两个会计期间，即材料的跌价损失确认到本期，销

售损益则在实现的会计期间确认。

对于材料存货的期末计价，笔者认为可行的操作思路是：

淤判断是否有减值迹象。于如果存在减值迹象，判断其可变现

净值及重置成本是否能够有效取得，如果两者之中只有其中

之一能够有效取得，则按能取得的该项数据进行减值判断。

盂如果两者均能取得，且可变现净值与重置成本其中之一高

于账面成本，则不计提减值准备；若两者均低于账面成本，则

按重置成本确定减值准备。茵

坏账准备是金额保留性账户，应当按应收账款的规定比

例保留一定的坏账准备金，年内核销坏账时记入本账户的借

方。因为应收账款年内有增有减，因此在提取坏账准备前可能

存在五种情况：淤坏账准备账户余额为零，应按规定补提；

于坏账准备为借方余额，除按规定计算外，还应补足借方金

额；盂坏账准备为贷方余额，但小于应保留的金额，不足部分

补提；榆坏账准备为贷方余额，但大于应保留的金额，超出规

定部分应当冲回；虞坏账准备为贷方余额，且等于按规定计算

的金额，这种情况不提坏账准备。

无论哪种情况，年末计提坏账准备后，其余额都应在贷

方，并保留规定的金额。

根据这个原理，坏账准备年末账户余额越年末应收账款

账户余额伊坏账准备计提比率垣坏账准备账户借方余额原坏账

准备账户贷方余额。当其贷方余额大于计算金额时为负数，即

为应冲回的金额。

可设账务系统期末余额函数为：

<期末余额函数名>（<科目编码>，<会计期间>，<方

向>，<辅助项 1>，<辅助项 2>）。

设某企业“应收账款”科目编码为“1131”，“坏账准备”科

目编码为“1141”，该企业按 5译计提坏账准备。则坏账准备的

计提公式为：QM（1131，年，借）伊0.005垣QM（1141，年，借）原

QM（1141，年，贷）。

应当注意的是，公式中“QM（1131，年，借）”的“借”参数

不能少，如果少了这个方向参数，则系统的返回值是“1131”总

账账户下所有明细账户借、贷相抵后的金额。

在计提坏账准备金时，该自动生成转账凭证的公式定义

可以满足企业在任何情况下计提坏账准备的需要。茵

《2006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

计》（以下简称“教材”）中将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的收回利

润或现金股利在投资后期间进行处理时，采用下面的公式来

确认当期的投资收益和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金额：应冲减

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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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

始投资成本；应确认的投资收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

或现金股利-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

笔者对此处理方法不敢苟同，特提出来以供商榷。

1. 确认冲减基点的错误。成本法下的长期股权投资，其

目的主要是取得投资收益，因此应先确认投资收益，后考虑投

资成本。为了更好地保障投资成本的安全，在收到的当期利润

或现金股利中高于投资单位持股比例所享有的部分，可以作

为初始投资成本的收回。因此，在收到被投资单位分得的利润

或现金股利时，应先确认本期的收益，再确认应冲减初始投资

成本部分。而教材中却先确认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再确认

投资收益。这是典型的顺序颠倒和概念混乱。

在确认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时，教材又把冲减基

点放在了投资单位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上，作为本期的初

始投资成本的冲减应在本期投资收益的基础上考虑。在这里，

笔者要强调的是，冲减初始投资成本并不表示被投资单位的

亏损或是投资单位持投比例的减少。

2. 冲减的投资成本不能恢复。教材指出，当冲减的初始

投资成本额为负数时，应恢复已冲减的投资成本。这仅仅是为

了保证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的完整性，说明这时用

作利润分配的留存收益已可由现在的留存收益弥补，并在数

量上保持了投资前被投资单位的留存收益的完整性。笔者不

敢苟同这种只重视形式而不重实质的观点。作为投资成本的

冲回，主要是在保持“投资收益”这个独立概念的基础上，由于

投资单位的投资行为而引起的一种收益处理，其主要目的是

保障投资成本的安全，但这并不会因此而降低投资单位的持

股比例，也不代表被投资单位的经营亏损，所以没有恢复已冲

销的投资成本的必要。

3. 收回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在投资年度以后收到被

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笔者认为应按下列公式确

认当期的投资收益和应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应确认的投资

收益=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应冲销的初始投

长期股权投资中

收回利润的处理

江 苏 铜 山 梁建强

河 北 唐 山 张玉明

援 财会月刊渊会计冤窑缘7窑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