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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备查簿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甘 敏

渊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增 城 学 院 广 州 511363冤

长期股权投资是会计核算中的难点之一，其核算方法可

以分为成本法和权益法。在权益法下，投资企业在持有长期

股权投资期间，投资损益的确认是否有某种规律可循？本文试

图作些探讨。

一、适用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条（以下

简称“准则第十条”）规定：投资企业取得长期股权投资后，应

当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的份额，

确认投资损益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投资企业按

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分得的部

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十一条（以

下简称“准则第十一条”）规定：投资企业确认被投资单位发生

的净亏损，应当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实质上

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投资企

业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被投资单位以后实现净利

润的，投资企业在其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

恢复确认收益分享额。

二、举例说明

例：A公司享有联营企业甲公司 30%的股权，2008 年 1

月 1日“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 300万元，其中“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账面余额为 21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损

益调整”账面余额为 90万元。“长期应收款———甲公司”账面

余额为 60万元，属于实质上构成对甲公司净投资的长期权

益。2008年甲公司发生巨大亏损，以取得投资时甲公司各项

可辨认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甲公司的净利润进行调整

后确认的净损失为 1 500万元。2009年甲公司实现盈利，以公

允价值为基础进行调整后，甲公司的净利润为 400万元。要

求：根据以上资料编制 A公司 2008年度及 2009年度确认投

资损益的会计分录。

解析如下：

（1）2008年甲公司发生亏损，A公司依据准则第十条编

制如下会计分录：

A 公司应分担甲公司发生的净损失越1 500伊30%越450

（万元）。借：投资收益 450；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300，长期应收款———甲公司 150（分录淤）。

2008年 12月 31日，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

0（账面价值为 0），“长期应收款———甲公司”账面余额为贷方

90万元（账面价值为-90万元），而依据准则第十一条的规

定，A公司确认投资损失，应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减

记至零为限，以“长期应收款———甲公司”的账面价值减记至

零为限，因此必须对分录淤进行调整，使之既符合准则第十条

的规定，又符合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对上述分录淤进行调

整，“长期应收款———甲公司”的金额应由 150万元调整为 60

万元，“投资收益”的金额应由 450万元调整为 360万元，即：

借：投资收益 360；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300，长期

应收款———甲公司 60（分录于）。

从分录于可以看出，2008年 A公司确认的投资损失为

360万元，尚未确认的投资损失为 90万元，现在需考虑的一

个问题是尚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90万元以后年度还要不要确

认？答案是肯定的，依据准则第十一条的规定，甲公司在 2008

年以后的年度里实现净利润的，A公司应先将收益分享额弥

补尚未确认的投资损失 90万元，弥补完后再恢复确认收益分

享额。

假设 2008年 A公司不受准则第十一条的限制，编制分

录于后继续确认剩余的投资损失 90万元，其分录为：借：投资

收益 90；贷：长期应收款———甲公司 90（分录盂）。

比较上述三个会计分录可知，分录于与分录盂的复合分

录就是分录淤。或者这样说：对分录淤进行分解，可形成为两

个分录，即分录于和分录盂。

我们知道，A公司在 2008年只允许编制分录于，在 2008

年以后的年度里（该年度必须已实现盈利），A公司还要编制

分录盂。这里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本文论述之前，可能大家并

没有直接编制分录盂，但该分录实质上就是“被投资单位将收

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因此被投资单位只要

将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就相当于已编制分

录盂。

从几个会计年度来看，甲公司若发生上述情形的亏损，作

为投资企业的 A公司既要编制分录于，也要编制分录盂，也

就是说，A公司要编制分录淤。但 A公司不能直接编制分录

淤，必须将其分解为分录于和分录盂两个会计分录。发生亏损

的当年编制分录于，在扭亏为盈的年度里编制分录盂。

由上述分析可知，分录盂在 2008年并不需要编制，但是

在以后年度里可能要编制，既然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将分录盂

记录在备查簿上？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可以将分录盂记录在备

查簿上，备查簿上的分录盂不作为 2008年分类账簿登记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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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产品有关的增值税纳税筹划

梁文涛

渊山 东 经 贸 职 业 学 院 山 东 潍 坊 261011冤

一、变“收购非初级农产品”为“收购初级农产品”的纳税

筹划

相关依据：初级农产品是指直接从事植物的种植、收割和

动物的饲养、捕捞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自产而且免征增值税

的农业产品。购进初级农产品，除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海

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外，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或者销售

发票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进

项税额的计算公式为：进项税额=买价伊扣除率。

筹划思路：初级农产品就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农业产

品，初级农产品一旦经过加工，哪怕是最简单的加工，也就失

去了税法规定的初级农产品的特点，就不能按照 13%提取进

项税额。因此企业应该收购没有经过加工的农业产品，来充分

享受优惠政策，从而减轻税负。

例 1：甲公司为一家家具生产企业，每年从农民手中收购

板材 1 200万元，假设农民加工这些板材耗用树木的成本为

800万元。甲公司每年销售家具，取得不含税销售收入 3 600万

元，其他可抵扣进项税额为 100万元。请进行纳税筹划。

方案一：企业收购经过加工的板材。

应纳增值税=3 600伊17%原100=512（万元）

方案二：企业直接收购树木，然后雇佣农民加工成板材。

应纳增值税=3 600伊17%原800伊13%原100=408（万元）

由此可见，方案二比方案一少缴增值税 104万元（512原

408）。因此，应当选择方案二。

二、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买初级农产品的纳税筹划

相关依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小规模纳税人购买初级

农产品，若取得普通发票，可依 13%的抵扣率抵扣进项税额；

若取得小规模纳税人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则

只能抵扣 3%的进项税额。

据，但它可为以后年度里编制分录做一种准备。

（2）2009年甲公司扭亏为盈，A公司依据准则第十条编

制如下会计分录：

首先将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即编制分

录盂，只要将记录在备查簿上的分录盂抄过来即可；然后编制

确认收益分享额的分录，即：

A公司应享有甲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越400伊30%越120（万

元）。借：长期应收款———甲公司 120；贷：投资收益 120（分录

榆）。

若将 2009年“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业务与“确认收

益分享额”业务合并在一起编制分录，即对上述分录盂与分录

榆进行复合，则：借：长期应收款———甲公司 30；贷：投资收益

30（分录虞）。

（3）若将例题中“2009 年甲公司的净利润”改为 200 万

元，又该怎样进行会计处理呢？

其实做法与前面一样。A公司首先将收益分享额弥补未

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即编制分录盂；然后编制确认收益分享额

的分录，即：

应享有甲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越200伊30%越60（万元）。借：

长期应收款———甲公司 60；贷：投资收益 60（分录愚）。

对分录盂与分录愚进行复合，即：借：投资收益 30；贷：长

期应收款———甲公司 30（分录舆）。

分析分录舆可知，编制该分录后，导致“长期应收款———

甲公司”账面价值为负数，故 A公司 2009年不编制分录，只

需将分录舆记录在备查簿上。

（4）若设定例题 2009年甲公司又发生亏损 50万元。又该

怎样进行会计处理呢？2009年不编制分录，只是将预先确认

投资损失 15万元（50伊30%）相应的分录记录在备查簿上，即：

借：投资收益 15；贷：长期应收款———甲公司 15（分录余）。

而备查簿上原有分录盂的记录，因此将分录盂与分录余

合并，则备查簿上最后反映的分录为：借：投资收益 105；贷：

长期应收款———甲公司 105（分录俞）。

三、结论

在权益法下，投资企业在持有长期股权投资期间，通过

建立备查簿对投资损益确认进行辅助核算。其基本思路是：被

投资单位发生亏损的年度，投资企业分担的投资损失超过其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与其他长期权益金额的合计数时，

投资企业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及其他长期权益减记

至零为限，确认相应的投资损失并正式编制分录，尚未确认的

投资损失以预先确认分录的形式记录在备查簿上。被投资单

位扭亏为盈的年度，将收益分享额确认的分录与记录在备查

簿上的分录进行复合，若复合后的分录导致“长期股权投资”

的账面价值与其他长期权益金额两者中有一项大于零，则正

式编制该分录；若复合后的分录导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

价值与其他长期权益金额两者中有一项小于零，则将该分录

以预先确认的形式记录在备查簿上。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