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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核算难点问题探讨

冷 琳 彭 洋

渊 湖 南 财 政 经 济 学 院 长 沙 410205冤

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所有者身份，将资产投资于

被投资单位取得相应的股份，按所持股份比例分享被投资单

位的权益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它是企业一项重要的长期资产。

在现行会计准则下，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涉及企业合并、长期

股权投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等多个具体会

计准则，形成了中级财务会计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内容。

一、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步取得股权最终形成企业合并

的，多步交易中发生的与取得投资相关的费用（不包括发行权

益证券的手续费、佣金等，下同）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企业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

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项，通常涉及企业控制权的转移。在长期

股权投资初始计量中的企业合并仅指控股合并。在现行会计

准则下，当企业通过合并方式（不论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还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另一企业的股权时，合并

方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相关

管理费用，在发生当期计入管理费用。

而企业通过合并以外其他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

始投资成本则包括购买过程中支付的手续费等必要支出。如

果企业是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取得股权最终形成合并的，多次

交易中发生的与取得股权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

论，应视情况确定其归属：在未达到企业合并前发生的与取得

股权相关的费用，属于非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应资

本化，计入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可最终达到企业合并时发生

的与取得股权相关的费用，则可费用化，计入合并当期的管理

费用。这样处理就与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中的相关核算原

则保持一致了。下面通过一个例题进行说明。

例 1：A 公司于 2009 年 1 月以 1 500 万元取得 B 公司

10%的股权，对 B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购买股权过程中发生

5万元的手续费。2010年 3月 A公司又斥资 6 000万元取得

B公司 45%的股权，由此取得了 B公司的控制权，此次发生了

与取得股权相关的审计费及其他费用 30万元。A、B 公司不

具有关联方关系。

分析：A公司第一次取得 B公司 10%股权的长期股权投

资，属于非企业合并方式取得，手续费应资本化，计入初始投

资成本。第二次取得 B公司 45%的股权时，已累计持有 B公

司 55%的股权，形成了控股合并，因此第二次的相关费用应费

用化，计入管理费用。由此，2009年 1月的会计分录为：借：长

期股权投资———B公司 1 505；贷：银行存款 1 505。2010 年 3

月的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B 公司 6 000，管理

费用 30；贷：银行存款 6 030。

二、在权益法下，当被投资单位发生巨额亏损时，如果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不足冲减的，在冲减其他实质上构成

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权益项目时，应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权益法是指投资以初始投资成本计量后，在投资持有期

间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的变动对

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当被投资单位发生巨额亏

损时，投资企业应按持股比例确认承担的损失份额，首先冲减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将其冲减到零为限，不够冲减的部

分，则冲减投资企业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

长期权益，通常是指长期应收债权，该债权没有明确的清收计

划，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期间不准备收回，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

单位的净投资，但不包括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因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产生的长期债权。

笔者认为，在冲减该长期债权时，应直接冲减相应的“长

期应收款”项目，而不是计入“长期应收款减值准备”或“坏账

准备”。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这样核算简单明了。该长期权益

项目在实质上构成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净投资，完全可以直接

用以承担被投资单位的损失，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属多此一

举。二是因为按权益法的核算思路，如果以后年度被投资单位

实现了盈利，将按上面相反的顺序恢复原冲减资产的账面价

值，可以重新确立此笔债权。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2：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30%的股权，采用权益法进行长

期股权投资的核算。2008年 12月 31日，甲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的账面价值为 240万元，其中，“成本”200万元、“损益调

整”40万元，长期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60万元，属于实质上构

成乙公司净投资的长期权益。2009 年度乙公司发生巨额亏

损，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后的净亏损为 900

万元。2010年度乙公司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调整

【摘要】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一直是财务管理教学中的难点内容，本文针对长期股权投资核算中的这些难点问题通过

实例进行剖析，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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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净利润为 300万元。

根据以上分析，权益法下 2009年底时甲公司应确认承担

乙公司 30%的亏损，会计分录为：借：投资收益 270；贷：长期

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240，长期应收款 30。

2010年乙公司实现盈利时，按前年相反的顺序依次恢复

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会计分录为：借：长期应收款 30，长期

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60；贷：投资收益 90。

三、由于原持股比例较低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

资，因追加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

大影响或是共同控制，改为权益法核算时如何最终确定其投

资成本？

因追加投资导致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核算

时，应先区分原持有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及新增长期股权投资

两部分，分别确认商誉或应计入留存收益或营业外收入的金

额，然后将原持股比例相对应的商誉或是应计入留存收益的

金额与新取得投资过程中体现的商誉与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

综合考虑，在此基础上确定与整体投资相关的商誉或是因投

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应

计入留存收益或是损益的金额。

当原投资成本大于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而追加投资成本小于追加投资时应享

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时，应将追加投

资时的差额冲减原投资时形成的商誉，如不够冲减不需进行

账务处理，体现为整体投资形成的商誉，而冲减后多余的部分

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计入追加投资当期的

营业外收入，体现为整体投资形成的当期损益。反之，当原投

资成本小于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的份额，而追加投资成本大于追加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时，应将追加投资时的差额

冲减原投资时形成的留存收益，不足冲减的部分在调整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调整期初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体现为整体投资形成的留存收益。冲减后多余的部分不需进

行账务处理，体现为整体投资形成的商誉。下面通过两个例题

进行说明：

例 3：甲公司 2009年 1月以银行存款 30万元购入乙公

司 10%的股权，对乙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采用成本法核算。

2009年 1月 1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280万

元。2010年 3月，甲公司又以银行存款 62万元购入乙公司

20%的股份，当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330万元。

分析：原投资成本 30万元，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份额 28万元，形成投资商誉 2万元；追加投资成本 62

万元，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66万元，差额为 4

万元，将此差额冲减原投资形成的商誉 2万元，尚有差额 2万

元，体现为整体投资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 2万元，计入追加投

资当期的营业外收入。会计分录为：借：长期股权投资———乙

公司（成本）62；贷：银行存款 62。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

司（成本）2；贷：营业外收入 2。

而如果追加投资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为 315万元，则追加投资时形成的差额 1万元不足冲减原投

资时形成的 2万元商誉。此时，不需进行账务处理，体现为整

体投资形成 1万元商誉。

例 4：甲公司 2009年 1月以银行存款 30万元购入乙公

司 10%的股权，对乙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采用成本法核算。

2009年 1月 1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350万

元。2010年 3月，甲公司又以银行存款 70万元购入乙公司

20%的股份，当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340万元。

假定乙公司盈余公积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暂不考虑所得税

等因素的影响。

分析：原投资成本 30万元，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份额 35万元，形成经济利益流入 5万元；追加投资成

本 70万元，享有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68万元，差

额为 2万元，将其冲减原投资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 5万元，

不够冲减，体现为整体投资形成的经济利益流入 3万元，一

方面调增追加投资当期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3万元，另

一方面调增期初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会计分录为：借：

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成本）70；贷：银行存款 70。借：长

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成本）3；贷：盈余公积 0.3，利润分配

2.7。

而如果追加投资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320万元，则追加投资形成的差额 6万元冲减原投资时形成

的经济利益流入 5万元，多余部分不需进行账务处理，体现为

整体投资形成 1万元商誉。

四、因减少投资由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共同控

制转为不具有重大影响，长期股权投资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

核算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配现金股利时，投资企业要不要视

情况作投资成本的收回？

有些教材认为，长期股权投资由权益法改为成本法核算

后，投资企业从被投资单位收到的现金股利，应区分处置前和

处置后实现的净利润分配，分别冲减投资成本或计入投资收

益，目前注会教材则对此没有述及。笔者认为，当投资企业因

为处置投资等原因对被投资单位不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时，应改按成本法核算，以权益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

值作为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处置投资后，投资企

业从被投资单位收到的现金股利不必再区分是处置前还是处

置后的净利润分配，一律作为宣告当期的投资收益确认。这点

与目前成本法核算的思路相同，明确此原则后相应账务处理

比较简单，故在此不再举例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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