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对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若干会计处理问题的探讨 

文/苏幸福 

 一、对现行会计处理方法的简单评价 
 诚如大家所知，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投资方每年按持股比例及被投资企业当年实现净利确

认的投资收益属于一项时间性差异。会计上确认投资收益时，税法此时并不将其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投资方收到现金股利时，会计上不计入当期利润，但税法要求此时投资方应补交所得（当投资
方所得税税率大于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时），即投资方每年确认投资收益时形成了一项应纳税时间
性差异，且此项差异转回于收到现金之时。 

 我国现行投资准则及会计制度对此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方法事实上是应付税款法，即不确
认这种时间性差异影响的所得税金额对本期及未来每年所得税费用的影响，也就是对这类重复发生
的时间性差异影响的所得税金额不跨期分摊。现行会计处理方法如下： 

 （1）每年未根据被投资公司利润表中当年实现的净利及本公司持有被投资公司的股权比例计
算应享有的净利，作如下会计处理：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投资收益 

 （2）被投资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我国公司一般每年发放一次股利，每年宣告发放的实
际上为上年股利），会计处理为： 
借：应收股利 
贷：长期股权投资 
收到股利时：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股利 

 年终时，若被被投资公司所得税率大于或等于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则按税法规定对收到的
现金股利不需补交所得税；但若被投资公司所得税税率小于投资方的所得税税率，则需按税法规定
对本年收到的现金股利补交所得税，会计上将这部分所得税直接计入当年的所得税费用。这样处理
违背了收入（收益）与费用（所得税费）既要在时间上，同时也要在因果上相互配比的原则。现行
会计处理方法的结果，在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小于或等于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此种情况不需补交所
得税）或虽然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大于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但投资方每年确认的投资收益与该年收到
现金股利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不会严重扭曲每年的经营成果（净利）；但若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大于
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每年确认的投资收益与该年收到的现金股利相差较大时，会严重地扭曲企业
的经营成果（净利），特别是在投资方投资收益占全部利润比例较高，被投资方每年净利水平虽
高，但前若干年几乎不发放现金股利，后若干年大量发放现金股利这种情况下，投资方前几年利润
高估，后几年则利润低估。从会计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法既不符合配比原则，稳健性原则，同时
也给作为控股的投资方通过左右被资方的股利政策来“创造利润”和“利润平滑”创造了条件。所
以我认为现行的会计处理方法主要适用于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小于或等于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这种情
况下。 

 二、改进现行会计处理方法的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权益法下投资方的会计处理方法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用现行方法

即（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 
 （一）若“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小于或等于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税法

规定投资方收到现金股利无需补交所得税，所以投资方按每年被投资公司实现净利及持有其股权比
例确认的投资收益全部属于永久性差异，对其会计处理方法应选择应付税款法即目前会计准则、会
计制度所规定的方法。 

 （二）若“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大于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又分两种情况： 
 1：当“投资方预计每年确认的投资收益与每年收到的现金股利相差不大”时（当然这种情况

罕见且难以较准确地预见），对投资收益中未来应补交所得税这一部分时间性差异（注：投资收益
中有一部分属于永久性差异）无论采用应付税款法还是纳税影响会计法，确认的所得税费相差不
大，都不会严重扭曲净利水平。当然，由于这种情况难以预见且每年难以持续，我认为最好还是用
纳税影响会计法。 

 2：当“投资方预计每年确认的投资收益与每年收到的现金股利相差很大（如被投资公司正处
于成长期，每年净利很高，但出于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需要，不支付股利或支付较少的股利）或两



 

者差异难以较准确地估计，且投资方对外投资收益占其全部利润比例较高”时，为了较客观地核算
企业净利润，对投资收益中未来收到时应补交所得税这一部分时间性差异应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
其会计处理如下。 

 （1）每年末，投资方根据被投资方当年实现净利及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时。又有两种会计
处理方法。 

 方法一，先全额确认投资收益，后确认投资收益中所得税费用及未来收到现金股利应补交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会计分录如下： 
①借：长期股权投资－××公司（损益调整）（分享的净利） 
贷：投资收益            （分享的净利） 
②借：所得税  ××× 
贷：递延税款  ××× 

 应确认的所得税及递延税款金额＝分享的净利/（1－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投资方所得
税税率－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 
   通过上述会计处理后，一方面实现了收益与费用的正确配比，以客观反映投资方的经营成果
（净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递延所得税负债，以较真实地反映投资方的财务状况。 
方法二，直接按扣除所得税费用后的差额确认投资收益。会计分录如下： 
借：长期股权投资－××公司（损益调整）（分享的净利） 
贷：投资收益 （分享的净利－递延税款） 
贷：递延税款     
其中递延税款金额的确定方法与方法一相同。 

 （2）投资方在被投资方宣告发放上年现金股利时，会计分录如下： 
借：应收股利 
贷：长期股权投资－××公司（损益调整） 

 （3）年末申报本年所得税时，对当年收到上年现金股利应补交的所得税则应冲减递延税款负
债（即记入递延税款的借方），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税款 
    贷：应交税金 
   其中：应转回的递延税款贷项金额＝收到现金股利/（1－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投资方
所得税税率－被投资方所得税税率） 
   通过上述处理就可以避免将收到现金股利应补交的所得税计入当期损益了。现举例说明应付
税款法，纳税影响会计法处理程序及结果的差异。 
   A公司于2001年持有B公司60%有表决权的股份。B公司2003年实现净利8，500万元（全部归全
体股东所享有，无扣除项目），该公司当年发放上年现金股利1，700万元。A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33%，B公司所得税税率为15%。A公司本身利润总额为2，000万元（无纳税调整项目）。A公司用两
种会计处理方法的会计处理如下。 
   现行方法——应付税款法 
（1）2003年末确认投资收益。A应确认的投资收益＝8，500×60%＝5，100（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 5，100 
    贷：投资收益             5，100 
（2）B公司2003年宣告发放2002年现金股利。A公司应分现金股利＝1，700×60%＝1，020（万元） 
   借：应收股利—B公司         1，020 
    贷：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  1，020 
（3）年终申报2003应交所得税。全年应交所得税＝2000×33%＋1020／（1－15%）×（33%－15%）
＝660＋216＝876（万元），其中收到的现金股利应补交的所得税＝216（万元）全部计入当期所得
税费。 
   借：所得税876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876 
当年净利＝2，000×（1－33%）＋（5，100-216）=1，340+4884=6，224（万元）。 
其中对外投资收益产生净利为4，884万元，也不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 
纳税影响会计法。 
（1）2003年末确认投资收益（按上述介绍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①借：长期股权投资－B公司（损益调整）5，100 
贷：投资收益             5，100 
②确认所得税费用。所得税费用＝5，100/（1-15%）×(33%-15%)=1，080(万元) 
借：所得税   1，080 
贷：递延税款   1，080 

 



核算的结果：对外投资产生的净利润＝5，100-1，080＝4，020（万元） 
（2）B公司2003年宣告发放2002年现金股利。其会计处理方法与应付税款法相同。 
（3）年末申报2003年应交所得税。全年应交所得税为876万元，转回以前的应纳税时间性差异为
216万元（其计算过程见应付税款法），当年本身实现利润的所得税费＝876－216＝660（万元）。 
借：递延税款        216 
所得税         660 
贷：应交税金        876 
注：上述会计处理过程也可以将（1）－②与（3）的会计分录合并为： 
   借：所得税   1，740(1，080+660) 
贷：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     876 
      递延税款           864 
   从纳税影响会计核算结果来看，当年对外投资收益对应的所得税费用为1，080万元，对外投
资产生的净利为4，020万元，A公司全部净利＝1，340+4.020=5，360(万元) 
   当年确认递所得税负债1，080万元，扣除转回的216万元，该项负债净增加864万元。 
   比较：应付税款法比纳税影响会计法虚增净利为864万元，少记负债864万元，严重地虚夸了
其经营成果，掩饰了其真实的财务状况。 
另外，我们不难想象：如果B公司当年实现净利较低，但支付的现金股利却较多，用应付税款核算
则会产生与上述相反的影响；A公司也可以利用其控股地位，根据其自身盈利水平高低，通过控制B
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及B公司的净利水平来对其净利水平进行平滑。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一般企业对外控股业务越来越多，对外投资收益占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越来越
高，所得税税率尚难全国统一的情况下，财务会计报告要较客观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减少企业利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不完善而通过事先“业务安排”进行利润平滑等行为，我认为
投资准则应及时明确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下上述经济业务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即区别不同
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作者单位：湖南伟大建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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