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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采用完全权益法的相关问题分析

郑 垚

渊江 南 大 学 商 学 院 江 苏 无 锡 214122冤

一、完全权益法的特征

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第七条指出，企业持

有的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在按持

股比例等计算确认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时，

应当考虑以下因素：投资企业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

生的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持股比例计算归属于投资企业的部

分，应当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仔细阅读该段

文字不难看出，《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要求投资企业将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的核算方法在原投资准则基础上

完善为完全权益法。

权益法在具体运用中区分为简单权益法、不完全权益法

和完全权益法三种。简单权益法有三个基本特征：淤长期股权

投资在初始计量时以取得成本计价；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

或亏损时投资企业按应享有的份额调整投资账面价值，同时

确认投资损益；盂被投资企业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或利润时，投

资企业按照应享有份额减少投资账面价值。除此之外，不完全

权益法还具有第四个特征，即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可辨认

净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调整投资账面价值和

投资损益。而完全权益法除具备上述四个特征外，还具有第五

个特征，即投资企业对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之间或被投资

企业相互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损益调整投资账面价值和投资

损益。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虽然没有明确

指出是采用简单权益法、不完全权益法，还是完全权益法，但

仔细推敲相关条款不难发现，其规定的方法具有不完全权益

法的四个特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是对会计准则的

完善和补充，两者综合应用，权益法就具备了五个基本特征

了。

二、完全权益法应用动因分析

要理解《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为什么要求投资企业

采用完全权益法核算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笔者认

为首先要厘清成本法与权益法的理论依据，然后再分析权益

法的演变过程，这样自然而然就明白《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

号》相关条款的立意了。

1. 成本法与权益法的应用分析。权益法是经济整体观的

产物，基于此，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金额反映的是被投资

企业净资产的多寡，且与该净资产之间呈现互动关系。成本法

坚持的是法律观，该观点认为投资企业与被投资企业分属两

个不同主体，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应强调各自为政。从经济实质

看，权益法有其优势，但权益法也有其致命弱点。在权益法核

算下投资企业的净利润除自身实现的部分外，还包含了来自

被投资企业的净利润份额。这种包含关系导致投资企业净利

润的现金含量不足，出现投资企业账面有净利而无现金分红

的尴尬局面。克服该弊端的最直接做法就是，区分母公司个别

报表与合并报表的作用。母公司个别报表对子公司股权投资

采用成本法核算，体现对投资资产及业绩的反映，同时辅之以

合并报表的增量信息，利用合并报表反映经济实体观；而对联

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由于无需编制合并报表，所以投资企业对

其采用完全权益法核算，在投资企业报表中体现同一管理层

下的经济实体观。

2. 从简单权益法到不完全权益法的进步。简单权益法与

不完全权益法的区别在于，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是否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与投资收益。前者不要求调整可辨认净资产净变动的摊销额，

后者则要求调整。当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高于

账面价值时，该项调整冲减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反之，则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调整该摊销额的

目的是，保持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与初始计量基础前后一

致，同时使得投资收益是按照投资日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计量得到的。由此可见，不完全权益法较简单权益

法更符合历史成本计量原则和权责发生制原则。

3. 从不完全权益法到完全权益法的改良。不完全权益法

比简单权益法更合理，不过应用不完全权益法还存在一个非

常扰人的问题，即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对投资企业净利润的

“不良”影响。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对不完全权益法进行

改良，甩干投资收益中的“水分”，剔除内部交易损益对投资收

益的影响，于是完全权益法应运而生。

三、完全权益法下集团内部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与子公

司内部交易抵销

当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采用完全权益法进行

核算时，从逻辑上分析，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不

存在合并抵销问题，只存在集团内部联营企业、合营企业与子

公司内部交易抵销的问题。就子公司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之间发生的内部交易类型来看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子公

司向联营企业、合营企业出售资产（顺向销售）；二是联营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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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租赁行业的发展，售后回租模式成了越来越受企业

欢迎的融资新模式。截至 2009年底，许多上市公司都通过售

后回租进行了融资，如银鸽投资、沈阳机床、长航油运等。从

一些上市公司售后回租的实践来看，售后回租的标的物多是

存货、机器设备、房屋等。笔者认为，存货、机器设备、房屋等作

为一般企业售后回租的主要考虑对象是合乎常理的，但是在

煤炭企业中，采矿权作为一项重要的递耗资产，价值量也很

大，故也可以作为一种售后回租的新标的物。本文针对煤炭企

业资金需求量大而资金供应短缺的情况，提出了采矿权售后

回租的融资新模式，并用案例分析了这一融资模式的优势，可

供同类企业参考。

一、采矿权与售后回租的概念

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范围内，开采矿产

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煤炭企业在获得采矿权

后一般设置一级账户“递耗资产———采矿权”核算采矿权的初

始成本，设置账户“累计折耗”核算采矿权的摊销价值。

售后回租是将自制或外购的资产出售，然后向买方租回

使用。售后回租交易是指承租人在不改变其对租赁物的占有

权和使用权的前提下，将固定资产（租赁物）及类似资产向流

动资产转换的过程。

会计准则并没有明确限定售后回租的适用范围，笔者认

为采矿权作为煤炭企业的主要递耗资产，价值量很大，可以作

为煤炭企业售后回租的新主体。

二、售后回租的优势

由于售后回租的租金一般是每季或每年支付，而贷款的

归还则通常是一次性的，因此售后回租的还款压力较小，期限

较长。并且售后回租交易的实质具有融资性，交易结果具有节

税效应。

通过售后回租，企业不仅能达到融资的目的，增加流动资

产的比例，而且增强了长期资产的流动性，提高了全部资金的

使用效率。这样，一方面解决了企业流动资金困难的问题，另

一方面盘活了长期资产，有效地利用了现有资产，加速了资金

周转循环，产生了资本扩张效应。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

方出售资产行为有关税收问题的公告》（国税函［2010］13号）

规定，售后回租业务可获得如下税收优惠：淤根据现行增值税

法和营业税法的有关规定，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出

售资产的行为，不属于增值税和营业税征收的范围，不征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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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合营企业向子公司出售资产（逆向销售）。在进行合并抵销

时，顺向销售是全额抵销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逆向销售是按

照持股比例抵销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1. 发生内部交易当年的合并抵销：顺向销售。假设 2009

年年初，甲公司拥有乙公司 60%的普通股股份（乙公司是甲公

司的子公司），甲公司拥有丙公司 30%的普通股股份（丙公司

是甲公司的联营企业），当年乙公司将成本为 10 000元的存

货加价 20%出售给丙公司，年末丙公司持有该存货 70%。

首先，计算内部交易损益。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2 000伊70%=1 400（元）

已实现内部交易损益=600（元）

其次，母公司按完全权益法进行账务处理。

借：投资收益 1 4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1 400

完全权益法下，对于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1 400元，母公

司和集团同步抵销。

再次，编制集团合并抵销分录。

方法一：淤抵销投资收益的借方发生额（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益）。借：营业收入 12 000；贷：营业成本 10 600，投资收益

1 400。于抵销长期股权投资的贷方发生额（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益）。借：长期股权投资 1 400；贷：存货 1 400。

方法二：淤抵销投资收益的借方发生额和长期股权投资

的贷方发生额（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借：长期股权投资

1 400；贷：投资收益 1 400。于抵销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借：

营业收入 12 000；贷：营业成本 10 600，存货 1 400。

以上对集团合并抵销分录的两种编制方法最终结果一

样，但是具体路径不同。笔者认为，方法二中抵销分录的对应

关系简单明了，更容易理解。

2. 发生内部交易次年的合并抵销：顺向销售。2010年丙

公司将存货对外出售。

集团合并抵销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1 400

贷：营业成本 1 400

当集团基于完全权益法进行抵销处理时，集团的合并所

有者权益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之间可以相互验证核对，且两

者均不受内部交易损益的影响。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