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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法下投资收益核算改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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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及《企业

会计准则讲解》（2010）的规定，在权益法下投资企业应当按照

应享有或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净亏损的

份额，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确认为当期的投资收

益。在确认应享有或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或净亏损时，要

对被投资单位账面的净利润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包括

三部分：一是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会计政策不一致时的调

整；二是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

不一致时的调整；三是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

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调整。对于前两部分的调整

内容容易理解，但第三部分调整内容的处理规定值得探讨，下

面主要介绍《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对第三部分调整内容

的处理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1. 投资企业与其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未实

现内部交易损益不需要调整。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财务决策与生产经营决策只有共同控制权，它很难通过

内部交易来操纵利润。投资企业想通过不合理的内部交易来

操纵利润必然会受到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其他投资者的反

对。既然投资企业很难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发生不公平的

内部交易，那么它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交易和对

外发生的其他交易没有区别，也就不需要对它们之间发生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进行调整。

2. 现行的会计处理规定在实务操作中难以执行。在顺流

交易中投资企业如何知道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在会计期末是

否将内部交易购进的存货售出，如果无法获得这一数据投资

企业有怎样调整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呢？在逆流交易中投资

企业如何知道会计期末的存货中哪些是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购进的，而哪些又是外部购进的。企业一般是按品名规格设

置明细账对存货等实物资产进行明细核算，在这种明细核算

方式下，投资企业根本无法获得会计期末从联营企业及合营

企业购进存货的库存量。另外，投资企业如何在以后年度对本

年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进行处理呢？如果没有大量的备查

登记簿提醒的话，会计人员根本无法确定调整的范围与调整

的金额。

3. 现行的会计处理规定更容易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在顺

流交易中本来是投资企业多确认了收入、成本和利润，应该冲

减投资企业的收入、成本和利润，而现行的会计处理规定是调

整被投资单位（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利润，从而调整投资

企业的投资收益与长期股权投资。事实上被投资单位本期的

利润是真实的，即使被投资单位在会计期末存在着包含内部

未实现利润的资产，它只会影响被投资单位以后年度的利润，

不会影响被投资单位本年的利润，所以被投资单位本年的利

润是真实的，不需要调整，也不能调整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和

长期股权投资。因此，现行的会计处理规定不仅没有把原来的

错误信息更正过来，反而又增添了新的错误信息。

4. 现行的会计处理规定导致不同准则之间产生矛盾。

《企业会计准则第 34号———合并财务报表》指出，合并财务报

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加以确定。凡是能被投资企

业控制的被投资单位，不管投资企业的持股比例为多少，都应

纳入投资企业的合并范围；反之凡是不能被投资企业控制的

被投资单位，都不能纳入投资企业的合并范围。投资企业对联

营企业与合营企业只有共同控制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4号———合并财务报表》的规定是不能纳入合并范围的，但

是《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要将投资

企业和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内部交易中的未实现损益按比

例纳入合并调整范围。

现行的会计处理规定要求投资企业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应将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内部交易的未实现损益进行调

整，而不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不需要调整。笔者认为，这样的

规定显然是难以理解的。首先，为什么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

要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进行调整，

主要是因为权益法下的调整处理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错误

的，要通过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调整来更正。其次，既然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的调整是为了更正权益法下的调整，如果权

益法下不调整的话，期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自然就不用更

正了。

二、解决对策

1. 当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仅仅有共同控制

权时，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

权益法核算，期末确认投资收益时不需要调整它们之间发生

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2. 当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具有实质控制权

时，投资企业对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成

本法核算，期末要将联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纳入合并范围，抵销

内部交易编制合并报表。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