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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处置损益的会计处理同上，关

键在于剩余的无法施加重大影响但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

量的权益性投资究竟应转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还是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

以根据投资企业管理层的持有目的与意图进行判断，但

为避免利润操纵起见，笔者建议限定只能转入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三、新旧CAS2准则的衔接问题
由于修订准则导致持股比例偏低（不具有控制、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

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采用成本法进行计量，属于由于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进行的

变更，导致的结果是原初始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

性投资要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属于会计原则的

变更，所以该变更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处理方法有追溯调整法与未来使用

法，具体处理方法的选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CAS28）第六条规
定，企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

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应当按照国家相关会计规定执行。

根据修订后的CAS2第十九条规定，在本准则施行日之前
已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进行追

溯调整，追溯调整不切实可行的除外。所以，当原有持股

比例偏低（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权益性

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按准则规定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时，当累积影响数切实可行时，采用追溯调整法；当

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时采用未来使用法。

【注】本文系河南省科学技术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编号：14240041091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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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新规详解

张真康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宁波 315100）

【摘要】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有许多亮点，如新增了对合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规范、对长期股权投资增减

核算的新规范，对子公司控制的判断更为严谨等。其中，对长期股权投资增减核算的新规较为细致。因此，笔者结合

实例与个人理解，对这些新规进行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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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财政部于 2014年年初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
排》、《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一系列
新准则或旧准则修订版于7月1日实施。
相较而言，以长期股权投资为例，首先是核算外延与

内涵发生了变化。原属于长期股权投资的“对被投资单位

无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且在活跃市场中无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五无”投资，改作金融资产核

算。对子公司“控制”概念被重新界定，强调拥有对被投资

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相关活动而享有相关可变

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对“共同控制”做了
明确规范，以此为基础明确了基于单一主体的合营企业。

新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新增了对合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规范，还首次提出对联营企业双轨制投资核算方

法。新准则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完善了对增加与处置长

期股权投资核算的规范。

这些新规较为繁琐，在初期可能给会计人员带来困

扰。因此，下文将结合实例，对长期投资增减核算新规进

行详细解读。

二、增加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新规

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对增加权益性投资核算的规范

较为含糊，无法涵盖各种可能的情况，如增加对联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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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并形成控制等，必定会导致核算盲区，新准则对此作

了明显的完善与细化。

（一）原金融资产增加投资成为合营企业或联营企

业，改按权益法核算

新第2号准则第十四条规定，投资方因增加投资等原
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

构成控制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加上

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

本。原持有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转入改按权益法核算的当期

损益。

例1：A公司2013年1月1日购买B公司发行在外100
万股股票，占B公司10%的股份，每股面值1元，当日市价
5元。2013年 12月 31日，B公司每股市价 5.7元。2014年 7
月1日，A公司又购买B公司发行在外的120万股股票，市
价6元。则A公司会计处理如表1所示：

（二）原金融资产增加投资成为子公司，改按成本法

核算

新第2号准则第十四条规定，投资方原持有的股权投
资作金融资产核算的，因增加投资使被投资方成为子公

司的，即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按原

持有股权投资账面成本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

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

投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动应当在改按成本法核算时转入当期损益。

例 2：A公司 2013年 1月 1日购买B公司发行在外的
100万股股票，占B公司10%的股份，每股面值1元，市价5
元。2013年12月31日，B公司股票市价每股5.7元。2014年
7月 1日，A公司又购买B公司发行在外的 500万股股票，
市价6元。则A公司的会计处理如表2所示：

（三）原联营或合营企业增加投资成为子公司，改按

成本法核算

新第2号准则第十四条，投资方因增加投资等原因能
够对非同一控制下的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在编制个

别财务报表时，应当按照原持有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

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法核算的初始投资

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处置该项投资时采用与被

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

处理。

例 3：A公司 2013年 3月 1日购买B公司发行在外的
300万股股票，占B公司 30%的股份，每股面值 1元，当日
市价5元，B公司净资产公允价值3 800万元。2013年12月
31日，B公司调整后的净利润1 800万元，因投资性房地产
升值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400万元。2014年7月1日，A又
购买B公司发行在外的500万股股票，市价7元。

2013年 3月 1日，初始计量，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
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1 500>3 800×30%，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
始投资成本。借：长期股权投资1 500；货：银行存款1 500。

2013年 12月 31日，按权益法确认应享净利润份额
1 800×30%×10÷12＝450（万元），应享资本公积份额400×
30%=12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 570；贷：投资收益
450，资本公积120。

2014年 7月 1日，改按成本法核算，确认新增股权投
资，以前确认的资本公积，按规定不作处理。借：长期股权

投资 3 500；贷：银行存款3 500。
2014年7月的合并报表将成本法调整至权益法，调整

日 期

2013.01.01

2013.12.31

2014.07.01
（增加投资，
改为成本法）

2014年7月
（合并报表
调整事项）

原作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
贷：银行存款 500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70
贷：投资收益 70

借：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贷：银行存款 3 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 6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 570
投资收益 30

注：原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
允价值作后续计量，再转作
长期股权投资。

无须调整。若之前未按公允
价值对原交易性金融资产
作后续计量，则调整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30
贷：投资收益 30

原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00
贷：银行存款 500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0
贷：资本公积 70

借：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贷：银行存款 3 000

借：长期股权投资 6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70
投资收益 30

注：原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公允
价值作后续计量，再转作长期
股权投资。
借：资本公积 70
贷：投资收益 70

无须调整。若之前未按公允价
值对原交易性金融资产作后续
计量，则调整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 30
贷：投资收益 30

表 2 原金融资产增加投资改按成本法核算

日期

2013.01.01

2013.12.31

2014.07.01
（增加投资
改权益法）

原作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500
贷：银行存款 500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70
贷：投资收益 70

借：长期股权投资 720
贷：银行存款 720

借：长期股权投资 6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570
投资收益 30

原作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500
贷：银行存款 500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0
贷：资本公积 70

借：长期股权投资 720
贷：银行存款 720

借：长期股权投资 600
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570
投资收益 30

借：资本公积 70
贷：投资收益 70

表 1 原金融资产增加投资改按权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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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300×7-（1 500+450+120）=30（万元）。即，借：长期股
权投资30；贷：投资收益30。
三、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新规

旧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第十六条规定，处置长期股权

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

损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被投资单位除

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而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处置该项投资时应当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

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此条未规定处置对子公司投资

至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应如何核算等。而新准则对此

相应的进行了完善。

（一）处置对联营或合营企业的投资，转为金融资产

核算

由于新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排除了“5无”投资，新增了
对合营企业权益投资的规范，所以也相应地对处置对联

营或合营企业投资转金融资产核算作了规范。新准则第

十五条，投资方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

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

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

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止采用

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

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例 4：2013年 3月 1日A公司购入B公司 300万股股
票，每股4元计1 200万元，占B公司30%的股权，B公司可
辨认净资产 3 800万元。2013年 12月 31日，B公司本年净
利润180万元，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资本公积
100万元。2014年7月1日，A公司以每股4.5元价格出售B
公司200万股股票，收入900万元。

2013年 3月 1日，初始计量，享有的净资产份额高于
初始投资成本，不调整初始投资成本。借：长期股权投资

1 200；贷：银行存款1 200。
2013年 12月 31日，按权益法确认净利润份额 180×

30%×10÷12=45（万元），资本公积份额 100×30%=30（万
元）。借：长期股权投资75；贷：投资收益45，资本公积30。

2014年 7月1日，A公司出售 200万股B公司股票，处
置成本为：（1 200+75）×2÷3=850（万元）。借：银行存款
900；贷：长期股权投资850，投资收益50。

2014年 7月 1日，剩余股权改按金融资产核算，账面
成本为（1 200+75）×1÷3=425（万元），公允价值100×4.5=
450（万元），二者差额 25万元计入当期损益，并结转原权
益法核算时形成的资本公积。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450；
贷：长期股权投资 425，投资收益 25。借：资本公积 30；贷：
投资收益30。

（二）处置对子公司的部分投资，转为交易性金融资

产核算

新第 2号准则第十七条，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
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第

十五条，处置对子公司的部分投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

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

改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在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
表》第五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例 5：2013年 1月 1日，A公司以 600万元从甲公司处
购买B公司100%股份，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500
万元。2013年12月31日，B公司当年净利润50万元，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25万元。2013
年7月1日，A公司出售90%的B公司股份，收入720万元，
此时，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575万元，剩余股权公
允价80万元。

1. 基于个别报表的财务处理。
2013年 1月 1日，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较可

辨认净资产多100万元为商誉。借：长期股权投资600；贷：
银行存款600。

2013年 12月 31日，基于成本法的后续计量不对B公
司当年净利润50万元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资本公积25万元进行确认。

2014年 7月 1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600×
90%=540（万元）。借：银行存款 720；贷：长期股权投资
540，投资收益180。

2014年 7月 1日，剩余投资转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与账面值间的差作损益。借：交易性金融资产80；贷：
长期股权投资60，投资收益20。

2. 基于合并报表的调整分录。2014年7月编制合并报
表。依据新的第33号准则第五十条，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720万元+80万元），减去按原
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

的净资产的份额 575万元，之间的差额 225万元，同时冲
减商誉 100万元，余下 125万元，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
投资收益。由于基于个别报表的账务处理已确认投资收

益200万元，故应冲减投资收益75万元。借：投资收益75；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75。
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

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借：利润分配——

分配利润25；贷：资本公积25。借：资本公积25；贷：投资收
益 25。
如此，合并报表数据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80万元，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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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 180+20-75+25=150（万元），未分配利润 75-25=
50（万元）。投资利得总额800-600=200（万元），包括投资
收益 150万元和留存收益 50万元。其中，留存收益来自去
年B公司的净利润；投资收益 150万元又包括两部分，投
资本身收益为：800-575-100=125（万元），25万元为与原
投资相关的资本公积转投资收益。

（三）处置对子公司的部分投资，转为联营或合营企

业的核算

新第 2号准则第十七条，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
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第

十五条，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

被投资单位控制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

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

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

行调整。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进行
会计处理。

例 6：2013年 1月 1日，A公司以 600万元从甲公司处
购买B公司100%股份，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500
万元。2013年12月 31日，B公司当年净利润50万元，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25万元。2013
年7月1日，A公司出售60%B公司股份，收入480万元，此
时，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575万元，剩余股权公允
价320万元。

1. 基于个别报表的账务处理。2013年 1月 1日，初始
计量，初始成本较可辨认净资产多出的 100万元为商誉。
借：长期股权投资600；贷：银行存款600。

2013年 12月31日，基于成本法的后续计量不对B公
司当年净利润50万元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计入资本公积25万元进行确认。

2014年 7月 1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600×
60%=360（万元）。借：银行存款 480；贷：长期股权投资
360，投资收益120。

2014年 7月 1日，剩余投资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其
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确认利润份

额50×40%=20（万元），调整以前年度留存收益20万元；调
整资本公积25×40%=10（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30；贷：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20，资本公积10。

2. 基于合并报表的调整分录。2014年 7月合并报表，
根据新第 33号准则第五十条，对剩余股权按照其在丧失
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剩余股权账面值为：

600-360+30=270（万元），应调整增加金额为50万元。借：
长期股权投资50；贷：投资收益50。
根据新第 33号准则第五十条，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

与剩余股权公允价值之和800万元，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

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

净资产的份额 575万元，之间的差额 225万元，同时冲减
商誉 100万元，剩余 125万元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
收益。已确认和调整的投资收益120+50=170（万元），故应
调整的投资收益为-45万元。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
的其他综合收益等，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时转为当期投资

收益。借：投资收益 45；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45。
借：资本公积25；贷：投资收益 25。

由于之前已确认 10万元资本公积，这里调整确认余
下的资本公积15万元。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5；
贷：资本公积 15。
合并报表的数据为，长期股权投资600-360+30+50=

320（万元），投资收益120+50-45+25=150（万元），留存收
益 20+45-15=50（万元），资本公积 10-25+15=0。投资收
益150万元与留存收益50万元之和共计200万元，系投资
利得总额，即800-600=200（万元）。留存收益50万元来自
B公司 2013年净利润。投资收益 150万元由两部分组成，
800-575-100=125（万元），是投资本身的收益，其余25万
元来自资本公积转投资收益。

（四）处置对子公司部分投资后还是子公司的核算

例 7：2013年 1月 1日，A公司从甲公司购入 B公司
100%股份，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500万元。2013年
12月31日，B公司当年净利润50万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 25万元。2014年 7月 1日，A
公司出售B公司40%股份，收入320万元，B公司净资产公
允价值575万元，剩余股权公允价值480万元。

2013年 1月 1日，初始确认，借：长期股权投资 600；
贷：银行存款600。

2013年12月31日，基于成本法，A公司不作账务处理。
2014年 7月 1日，出售 B公司股权，处理成本 600×

40%=240（万元）。借：银行存款 320；贷：长期股权投资
240，投资收益80。

2014年 7月合并报表，根据新第 33号准则第 49条规
定，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

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

额之间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溢价或股本溢

价），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本例应冲减金

额为：320-575×40%=90（万元）。借：资本公积 90；贷：投资
收益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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