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务会计对收益的确定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收入

费用观和资产负债观。前者是传统的收益确定观点，即将收益

视为产出（收入）大于投入（费用）的差额。后者则是指将收

益视为企业在一个会计期间内净资产的增加。这一观点以资

产负债表为中心，直接关注资产和负债的确认、计量与报告，

资产和负债是财务报表的两个基本要素。近年来，西方国家的

准则制定机构都在致力于研究企业业绩报告的改进问题，并

制定相应的准则，要求列报全面收益。全面收益的概念采用了

资产负债观。在会计国际协调的背景下，我国也出现列报全面

收益的趋势。

一、资本公积的定义和性质

所有者权益在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部分：投入资本和留存

收益。在我国，前者包括实收资本（或股本）和资本公积，后者

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其中，资本公积是指归所有者

共有的、由于资本原因而形成的、非收益转化而形成的资本，

是一种特殊的所有者权益，它具有所有者权益的共性，即归所

有者共同拥有。留存收益则是指由收益转化而形成的所有者

权益。

我国通过设置“资本公积”账户来核算投资者投入资金超

过注册资本的金额以及不能构成注册资本的企业资本变动。

投资者向企业投入资本的目的在于追求资本的增值。资

本公积的用途只能用于转增资本。

二、资本公积的核算现状及其合理性、合法性分析

员援资本公积的内容。资本公积核算的内容包括：淤资本

（或股本）溢价；于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盂股权投资准

备；榆拨款转入；虞外币资本折算差额；愚关联交易差价；

舆其他资本公积。

可见，资本公积项目核算的范围十分庞杂且缺乏系统性，

大部分项目，如接受捐赠、资产评估增值、债权人豁免的债务

或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等均属于利得（收益项目），应该在企

业的利润表中列示。有的项目只是为了解决因产权制度导致

的现存问题而采用的过渡办法，庞杂的过渡性核算内容全部

塞入“资本公积”科目，必将导致资本公积的性质不清，甚至

无法准确描述。这也反映出我国现行会计法规对利润的确认

和计量未能实现逻辑的一致性。反映在逻辑上的问题是：与

营业外收入有同样性质的项目如接受捐赠取得的收入、债务

重组收益、外币资本折算差额等，被确认为资本公积，而未能

进入利润表；捐赠支出、债务重组损失等被确认为营业外支

出，进入了利润表。

圆援资本公积补亏。《企业会计制度》中对资本公积的处理

仅规定“资本公积各准备项目不能转增资本（或股本）”，即

允许“资本（或股本）溢价”、“其他资本公积”等项目转增资

本，却没有对资本公积是否可以补亏做出明确规定，我国其他

法规制度等也没有明确的条文对资本公积补亏明令禁止。上市

公司将记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的债务重组收

益进行转增资本甚至补亏。这样就出现了逻辑上的混乱：债务

重组收益虽然不能充当当期利润，但却能冲销以前的亏损。资

本公积间接的利润化，这显然向会计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根据财政部在《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

题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记入“关联交易价差”明细科目下

的资本公积不能进行转增资本或补亏的处理，这无疑使这项

资本公积“沉淀”下来，导致资本公积项目的长期膨胀，使所

有者权益各组成部分的结构极不合理。当上市公司出现长期、

大量的亏损或为了补亏已减至最低限额的资本或所有者权益

已减至负值时，资本公积数额却很大，对公司的这种财务状况

又该如何评价呢？

三、资产负债观下资本公积核算的规范

员援资本公积内容的规范。按照上述对资本公积的七个项

目性质的分析，除“资本（或股本）溢价”项目之外，其他六个

项目都不应置于“资本公积”账户之下，即“资本公积”账户

仅核算资本（或股本）溢价。“实收资本（或股本）”和“资本

（或股本）溢价”两个账户核算所有者对企业的投入资本。其

他项目分别归整如下：

（员）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企业接受捐赠的非现金

资产属于其他全面收益（即不能计入当期损益、会导致所有

者权益发生增减变动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或者向所有者分

配利润无关的利得或损失，下同），相应地，企业对外的非现

金资产捐赠也应确认为其他全面收益。

（圆）股权投资准备。被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

益法核算时，因被投资单位接受捐赠等原因增加其他全面收

益，企业应按持股比例计算并增加其他全面收益。此外，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不应确认

刍议规范资本公积会计核算

青海大学财经学院 赵 娟

【摘要】 本文探讨了我国在会计国际协调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规范现有的资本公积项目的问题，使资本公积及其相

关内容的确认、计量能够按照资产负债观的要求具有前后一致的概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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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使企业长

期获得超额收益的资产，通常包括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

权、商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无形资产的

内涵将不断丰富、外延将不断拓展，其重要性将逐渐显现出

来。然而，我国企业对无形资产重视不够，许多中小企业资产

负债表中的无形资产仍为空白，在大力倡导自主知识产权、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今天，这种状况值得引起注意。

当然，由于无形资产往往没有实物形态，产生的现金流

量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给无形资产风险投资评价带来很大

的困难。本文引用以大量实验为特征的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蒙特卡

洛）模拟，对无形资产风险投资评价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简介及步骤

员援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简介。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 模拟不同于确定

性的数值计算方法，而是用来解决工程和经济中的非确定性

问题，曾在 圆园世纪 源园年代应用于研制核武器的科学研究中。

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通过成千上万次的实验，可以涵盖相应

概率的分布空间，从而获得一定概率下的不同结果和频度分

布，通过对大量样本值的分析，得到满足一定精度的结果。

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应用于财务分析、投资评估具有相当的

优势：淤由于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因此可以

成为财务分析师、资产评估师的“实验室”，弥补了常用分析

手段的不足；于通过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可以对财务分析、资

基于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的

无形资产风险投资评价

江苏淮海工学院 王洪海

【摘要】 无形资产风险投资评价是财务管理的难题之一，其关键是合理、准确地估计无形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由于无

形资产产生的现金流量往往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通常采用现金流量的期望值替代，但这样会失去许多有用的信息，容易误

导投资者。本文采用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模拟不确定环境下的现金流量，该方法对无形资产风险投资评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风险投资评价 酝燥灶贼藻 悦葬则造燥 模拟

为利润，而应确认为其他全面收益。待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

股利时，按照宣告发放的金额再从其他全面收益转入利润。

（猿）拨款转入。由于其性质属于非交互性交易产生的利

得，因此可以归入“营业外收入”账户。

（源）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如果是非现金资本折算差额，应

归入其他全面收益。如果是现金资本折算差额，可以作为所

有者权益的调整项目计入资本公积。

（缘）关联交易差价。对关联方交易的规范，应充分尊重经

济活动实质和会计理论的内在逻辑性。所以，应将关联方交

易收益归入利润表中的收入项目。

（远）其他资本公积。“接受现金捐赠”应作为利得确认，

归入“营业外收入”账户。相应地，企业对外的现金捐赠，应

作为损失确认。企业债权人豁免的债务，应作为利得确认。法

定财产重估增值与非现金资产捐赠准备一样，都是未实现的

利得，在资产或投资未被处置之前，也应属于其他全面收益。

经过这样的归纳整理以后，所有者权益的构成就很清楚

且容易解释了。所有者权益将包括五项内容：实收资本（或股

本）、资本公积、累积其他全面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其中，“资本公积”项目仅仅反映因资本交易引起的而又不

属于法定资本（即实收资本或股本）的权益变动。这样，全面

收益可以全面、完整地反映企业资产的增值状况和经营业

绩。它既可以通过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得出，又可以通过所有

者权益的期末、期初余额相减得出，勾稽关系十分清晰。

圆援资本公积和其他全面收益是否可以弥补亏损问题。经

过上述归纳整理以后，资本公积只剩资本（或股本）溢价一个

项目。至于资本公积是否可以弥补亏损的问题，在理论上很

容易解释：资本（或股本）溢价既然是投资者投入资本的一

部分，那么以资本公积补亏等于混淆了投入资本与资本增值

的界线，使补亏后的可分配利润额含有投入资本，并且以此对

投资者进行分配等于是以投资者的原投入资本通过利润分配

的名义返还给了投资者。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如巨额亏损、资

产重组），经过股东大会决议和债权人的同意，也可以以资本

公积弥补亏损，但必须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以资本公积补亏的

原因和金额。

其他全面收益属于未实现但已确认的资产增值，利润是

已实现且已确认的资产增值，而亏损又是利润的反面，所以如

果以其他全面收益补亏无疑是混淆了利润和全面收益的界

线。亏损在正常情况下应以以后年度实现的利润和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以盈余公积弥补。其他全面收益在实现后（如接

受捐赠的资产处置或使用后）转为利润，此时弥补亏损属于

正常情况。在特殊情况下以其他全面收益补亏也是允许的，但

必须在财务报告中披露以其他全面收益补亏的原因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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