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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闽灿坤 B 缩股会计处理的质疑

杨 锋

渊内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四川内江 641000冤

【摘要】闽灿坤 B为确保其上市公司地位，推出将股本减少，并把减少的股本计入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再以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的缩股方案并最终得以顺利实施。本文认为，这一会计处理提供的会计信息不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无法实现

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依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闽灿坤 B应将其缩减的股份全部计入资本公积。
【关键词】缩股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财务报告目标

一、案例背景

2012年 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新的上市规则，推出
了新的退市制度，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纯 B股股
票连续 20个交易日当日股票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的，将直接
终止上市。截至 2012年 8月 1日，闽灿坤 B股价已连续 18个
交易日低于其股票面值。2012年 8月 2日，闽灿坤 B发出公
告暂停交易。

2012年 8月 25日，闽灿坤 B发布公告称，拟通过缩股的
方式进行会计调整，以达到改善财务报表结构，维持上市

公司地位之目的。其具体方案为：以现有股本为基础，采取

6颐1 的比例缩减股本，缩股后股本由 1 112 350 077 股变为
185 391 680 股，共计减少 926 958 397股。其中现有股本中原
股东（追溯至公司 1993年上市之初）出资 123 333 333股，由
资本公积转增 24 666 667股 ，由盈余公积转增 778 958 397
股 。缩股的会计处理按原渠道转回，即原股东出资及资本公

积转增转回资本公积，原盈余公积转增转回盈余公积，然后再

通过盈余公积弥补其累计亏损。缩股完成后，公司净资产不发

生变化，但每股净资产发生了变化。

2012年 9月 13日，闽灿坤召开股东大会通过了此方案，
2012年 11月 8日，公司取得厦门投资促进局的批复，2012年
12月 31日，闽灿坤 B正式复牌交易，标志着其缩股财务调整
调整顺利完成。

对于此种会计处理，其法律顾问发表意见认为，《公司法》

没有禁止，现行法律规定没有对减少股份如何处理作出明确

的规定，因而其发表的意见认为符合现行法律规定。对此，笔

者认为，闽灿坤 B缩股的会计处理不仅应符合《公司法》相关
规定，更应符合会计准则规定。该法律顾问的结论缺乏说服力。

二、会计处理分析

通过闽灿坤 B的公告可以看出，其会计处理方式实质上
是对所有者权益内部各科目结构的调整，反映在资产负债表

中的结果就是对所有者权益各科目进行了重新分类。虽然此

次闽灿坤 B采用的会计处理，是在所有者权益内部各科目之
间作调整，不影响所有者权益总额，但是所有者权益各科目却

分别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内容，因此，所有者权益各科目确认、

计量、报告、披露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1. 确认与计量。从闽灿坤 B采取的会计处理方式可以看
出，其把减少的股份按照股本原始来源分别记入资本公积、盈

余公积，然后再以盈余公积弥补亏损。这种确认适当吗？正如

该公司公告中所称，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及应用指南的具

体规定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无法直接对此作出判断。

FASB认为，下列四项标准是在“效益大于成本”和符合
“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所有要素的所属项目（我们认为也应

该包括所属账户）的确认标准，即：淤可定义性，应予确认为某
一要素所属账户或项目应符合该要素的定义；于可计量性，具
有可用货币金额的计量属性并保证充分可靠；盂相关性，有关
信息对使用的决策至关重要；榆可靠性，信息的反映是真实、
可稽核且公允无偏的。

以此标准，对于其原股东投入与资本公积缩减部分计入

资本公积的部分完全符合此四项条件。问题在于，其原盈余公

积转增股本缩减部分按原渠道转回盈余公积和会计处理方式

适当吗？现代企业理论及法律理论均认同公司与股东是不同

的经济主体，盈余公积在未转增以前均是公司这一经济主体

所有，它反映的是公司这一经济主体利用所有者投入进行经

营所赚取的经营盈余，一旦经过一定合法的程序转增为股本

后，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原公司累计盈余变成了所有者投

入。佩顿和利特尔顿（2004）曾指出：“已赚取盈余的任何部分
都不应并在实收资本中报告，除非这类盈余已通过合法的资

本化程序转为资本。”即通过资本化程序后，实质上相当于公

司将其盈余分配给股东后股东又投入到公司，企业在一个新

的规模起点上继续经营。这时，公司“像新成立的公司一样，修

订过资本账户的公司应该明确地记录。”因此其转增的股本应

与其原有股本一样，属于所有者投入性质，已明显不再符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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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公积的定义，所以不能再确认为盈余公积，也就是不能再转

回盈余公积账户。

换言之，如果转增股本还可以允许转回盈余公积，那么对

于有累计现金股利发放的企业，在经营形式不好的情况下，是

不是经股东一致同意就将其以前已发放的现金股利收回又重

新计入未分配利润呢？显然是行不通的。再则，如果可以再转

回的话，那么应当追溯至企业的哪一资本变更期呢？对于那些

原始投入较少，不断通过累计盈余转增资本的企业来说，是不

是就意味着可以调整到其最初成立之日起呢？答案是不可行

的。因此，对于闽灿坤 B盈余公积转增股本部分不能再转回
盈余公积账户，这部分因为经过了合法的资本化程序已属于

所有者投入资本，但经合法程序不再确认为实收资本（股本），

属于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部分

的情形，正好符合资本公积的定义，同时也符合可计量、相关、

可靠的条件，因此，该部分金额只有同原所有者投入一样计入

资本公积才符合会计确认的上述四项标准。

2. 报告。会计确认最终目的就是将账户的信息记入财务
报告，以便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据闽灿坤 B
公告及本文的观点，其财务报告权益类项目数据整理如下：

对于两种观点，哪一个更适当呢？我们还是从企业会计准

则的角度来分析。虽然我国具体会计准则体系对于减少注册

资本后相关会计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按照我国企业会

计准则体系的基本要求，在没有具体准则可供遵循的情况下，

应以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作为基本依据。《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第五章对所有者权益进行了规定，但是也没

有对减少注册资本会计处理的具体规定。然而所有者权益项

目作为资产负债表的重要内容，我国财务报告体系要求单独

报告所有者权益报表。因此，我们可以从财务报告的角度对此

进行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条规定：“财务报告的

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

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为实现这一目

标，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章规定了财务报告的会计信

息质量要求，比如如实反映、真实可靠等。佩顿指出：“良好的

会计处理要求明确划分股东投入公司的资本和作为对其资源

进行盈利性管理的结果所累积的盈余。”如前所述，笔者认为，

当公司作出转增股本决定并通过合法的资本化程序来付诸实

施时，那么公司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由累计盈余变成了股东投入资本。并且，公司在此时就相当于

在一个新的起点继续经营，这时公司累计盈余账户就应重新

开始计算。

从实务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从缩股前的所有者权益报告

来看，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闽灿坤 B自最后一次转增股
份以来，其盈余公积为 0，未分配利润为-774 615 136.23元，
可以看出，闽灿坤 B的经营是不好的，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期
间其管理层的受托责任。这一信息对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决

策是有用的。因此其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能够实现财务报

告目标。其缩股实施后，盈余公积将变为 4 343 260.77元，未
分配利润将因由缩股产生的盈余公积弥补而变为 0。提供这
样一个报表表明企业自最近一次资本变动以来经营成果为

正。显然与闽灿坤 B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这一报告反映的
信息不是如实反映的、是不可靠的。

如前所述，FASB提出的上述四项确认标准同样适用于
报表各要素的确认。因此，笔者认为，要符合会计信息量特征，

首先，各项目的内容应与其定义相符；其次，其计量金额应正

确无误，从案例上来看，只有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之金额保

持不变，才能反映出公司最近的累计盈余情况和管理层的受

托责任的履行。因此，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报告金额是不

能加以调整的。那么缩减的股份怎么处理呢？如前所述，由于

其已通过合法的资本化程序成为了所有者投入资本，按照其性

质符合资本公积之定义，因此，减少的股份应全部计入资本公

积。笔者认为各项目正确的报告金额为：股本 185 391 680.00
元，资本公积 1 112 350 077.00元，盈余公积 0，未分配利
润-774 615 136.23 元。这样的财务报告信息中，所有者权益
下各项目均符合要前述四项确认标准，均能如实反映了企业

的真实情况。

3. 信息披露。虽然此次闽灿坤 B对各项进程及时地作出
了披露，但是，对其缩股会计处理行为的解释是“现行法律法

规定没有明确规定、没有禁止为由即是合理的”，缺乏对其缩

股行为的实质进行深入分析，未能从企业会计准则出发对其

会计处理行为进行充分的说明，没有阐明通过采用这样的会

计处理方式后提供的财务报告信息是否还符合会计信息质量

特征，是否能实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财务报告目标。所以，

闽灿坤 B此次缩股会计处理的理由从会计上来说并不具有
充分的说服力。因此，闽灿坤 B对此次缩股会计处理行为的
披露是有缺陷的，是可供商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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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缩股前

1 112 350 077
123 485 181.40

0
-774 615 136.23
461 220 122.17

缩股后渊闽灿坤B观点冤
185 391 680

271 485 181.40
4 343 260.77

0
461 220 122.17

缩股后渊本文观点冤
185 391 680

1 112 350 077
0

-774 615 136.23
461 220 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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