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投资以后的会计处理比较复杂，

在收到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时，应考虑是否要

冲减投资成本，或是否要恢复以前被冲减的投资成本，如果

需要，其金额应该是多少。目前，我国会计教材中对此论述似

乎还不够清楚，笔者就此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

目前，我国各种会计教材列出的投资以后的会计处理公

式为：淤投资年度收到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

投资企业投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越投资当年被投资单位

实现的净损益伊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伊［当年投资持有月份衣

全年月份（员圆）］；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越被投资单位

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伊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原投资企业投

资年度应享有的投资收益。于投资年度以后收到被投资单位

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越（投资

后至本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原投

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伊投资企

业的持股比例原投资企业已冲减的初始投资成本；应确认的

投资收益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原应冲减初

始投资成本的金额。

对此，笔者有以下看法：

员援 这两个公式是互相矛盾的。按照成本法的理论，投资

后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超出了被投资单

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投资企业应冲减投资成本。而在计算

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和被投资单位累积

实现的净损益时，截止期应该保持一致。上述投资年度的公

式中，被投资单位当年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是与其当年实

现的净损益对比；而在投资年度以后的公式中，“投资后至本

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则拿来

与“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对

比。两个公式不统一，令人困惑。

如果被投资单位在每年分派当年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则

应当将“投资后至本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

现金股利”与“投资后至本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

净损益”进行对比。这样来说，上述投资年度的公式是对的，

投资年度以后的公式则不对。但事实上，我国企业都在当年

发放前一年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所以，应当将“投资后至当年

发放利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

股利”与“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

损益”对比，就是看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

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是否超出了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

损益。此时，本年度尚未结束，被投资单位本年度的利润尚未

决算，只能观察至上年年末止，这是符合理论的。因此，投资企

业在投资年度收到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时，一

般不使用上述投资年度的公式，而是将收到的被投资单位分

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全部冲减初始投资成本。既然如此，上述

投资年度的公式就不应该提出。

圆援 在投资年度以后计算“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

的公式中，不应该将“投资后至本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

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与“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

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对比，而应该将“投资后至本次发放利

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与

“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对比。

因为投资企业在本年度中收到被投资单位分派的利润或现金

股利时，就要考虑是否要冲减投资成本或是否要恢复以前被

冲减的投资成本；如果需要，则应确定其金额，从而及时做出

账务处理，不致拖到本年度末再来处理。这样，我国企业都在

当年发放前一年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将“投资后至本次发放

利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

与“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

对比，就是看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

润或现金股利是否超出了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如

果拖到本年度末再处理，那么由于本年度已经结束，人们自然

会认为，计算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和被投

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的截止期都应该是本年度末，而公

式中却不一致，这就令人费解了。

猿援 在计算“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

净损益”时，需要明确其中所包括的投资当年被投资单位实

现的净损益应该如何计算，因为投资并不一定在年初进行。如

果投资在年中进行，则该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不能全

部计入投资当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只有在投资企业

投资以后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才应计入。我国目前会计

教材似乎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在计算“投资后至

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时，所包括的投

资当年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越投资当年被投资单位实

现的净损益伊［当年投资持有月份衣全年月份（员圆）］。

源援 投资年度以后“应冲减初始投资成本的金额”的计

算公式只适用于一种情况，即投资企业累计应冲减的投资成

本大于原已冲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时。当投资企业累

计应冲减的投资成本小于原已冲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

时，用这个公式计算出的是一个负数。此时，应该恢复而不是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计算公式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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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减投资成本，其金额是这个负数的相反数。当投资企业累计

应冲减的投资成本为零时，此公式不能使用，而应当将原已冲

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全部恢复。相应地，“应确认的投

资收益”也不应该只有一个计算公式。当存在应冲减投资成

本时，它等于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减去应冲

减投资成本的金额；当存在应恢复投资成本时，它等于投资企

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加上应恢复投资成本的金额。

（二）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计算公式：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下投资以后的会计处理公式：淤投

资年度收到被投资单位分派的上年度的利润或现金股利，一

律冲减投资成本。于投资年度以后收到被投资单位分派的上

年度的利润或现金股利，按以下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但应注意

的是，在计算“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

净损益”时，所包括的投资当年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越

投资当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伊［当年投资持有月份衣

全年月份（员圆）］。

员援 当投资后至本次收到利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单位

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大于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

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时，如果以上两者的差额与投资企

业的持股比例的乘积大于原已冲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

时，投资企业应冲减投资成本，其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应冲

减投资成本越（投资后至本次收到利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

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原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

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伊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原原已冲

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

圆援 当投资后至本次收到利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单位

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大于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被投资

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时，如果以上两者的差额与投资企业

的持股比例的乘积小于原已冲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

投资企业应恢复部分投资成本，其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应恢

复的投资成本越原已冲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原（投资

后至本次收到利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

或现金股利原投资后至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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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猿援 当投资后至本次收到利润或现金股利止被投资单位

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小于或等于投资后至上年年末止

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时，如果存在原已冲减并且尚

未恢复的投资成本，投资企业应恢复全部原已冲减并且尚未

恢复的投资成本，其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应恢复的投资成

本越原已冲减并且尚未恢复的投资成本。

源援 以上各种情况下投资收益的确认：当存在应冲减投资

成本时，应确认的投资收益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

金股利原应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当存在应恢复投资成本时，

应确认的投资收益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的利润或现金股利垣

应恢复投资成本的金额；当既不存在应冲减投资成本，也不存

在“恢复投资成本时，应确认的投资收益越投资企业当年获得

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茵

一、会计科目设置的变化对核算的影响

我国财政部于 圆园园猿年 怨月颁布的《施工企业会计核算

办法》在《企业会计制度》的基础上增设了“周转材料”、“临

时设施”、“临时设施摊销”、“临时设施清理”、“工程结

算”、“工程施工”和“机械作业”等七个会计科目。其中，对

会计核算影响较大的就是“工程结算”和“工程施工”这两个

科目。

员援“工程结算”科目。本科目核算施工企业根据施工合

同的完工进度，向业主开出工程价款结算账单办理结算的价

款。本科目应按工程施工合同设置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本

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尚未完工工程已开出工程价款结算账

单办理结算的价款。“工程结算”科目的开设，将工程价款开

单结算业务和收入确认业务作为两个不同的会计业务，分别

进行账务处理，便于建造合同收入与费用的确认。这是相对于

原《施工企业会计制度》来说变化最大的一项规定，改变了原

来将开单结算和收入确认合在一起进行核算的办法。该科目

的设置使许多施工企业财务人员在实际操作时感到难以适

应，特别是在初步实施阶段，需要理清“工程结算”与“工程

施工”、“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存货跌价准

备———合同预计损失准备”等科目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实际操作中，通过对“工程结算”科目的归集，能够直

观、全面地反映出某个建造合同从签订合同到合同完工交付

过程中，所有环节所完成工作量的本期结算情况以及累计结

算情况。同时，可以反映出施工企业全部建造合同的本期结

算情况和累计结算情况，便于施工企业与合同成本对比，掌

握结算进度。

圆援“工程施工”科目。本科目核算施工企业实际发生的

工程施工合同成本和合同毛利。本科目应设置以下两个明细

科目：淤“合同成本”明细科目，核算各项工程施工合同发生

的实际成本。按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项目进行归集，可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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