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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司对长期投资的会计核算方法取决于其

所持股权对被投资公司的影响力 。按照国际惯例 ,当

投资公司所持股权占被投资公司股份总额的 20%以

上时 , 必须用权益法或变异权益法来核算长期股权

投资 。对投资价差的会计处理缘于权益法的采用 。

一 、投资价差的形成及其摊销机理

投资价差是指投资公司对被投资公司的股权取

得成本 (包含佣金 、手续费等与取得投资有关的费

用)与被投资公司可辩认净资产帐面值相应比例之

差 。投资价差的形成 ,其根本原因在于被投资公司净

资产帐面值不能反映其股权取得日的真实价值 。由

于会计系统本身的局限性 , 导致企业会计报表要素

大部分采用历史成本计价 (不包括采用成本与市价

孰低的存货的计价等), 作为资产与负债差额的净资

产 ,自然也可认为是采用历史成本计价 。而净资产的

真实价值 , 应是资产现行价值与负债现行价值的差

额 。因此 , 企业净资产的评估值与其帐面值的差额 ,

即形成投资价差 。另一方面 ,商誉的存在使得投资企

业所支付的代价与被投资公司可辩认的有形和无形

净资产的现行价值存在差异 , 这种差额也构成投资

价差的一部分 。

权益法与变异权益法的唯一差别在于 :权益法

核算要求对所形成的投资价差必须进行摊销 , 而变

异权益法并不要求摊销 。现代会计理论界认为 ,由于

权益法对投资价差进行了摊销 , 使所确认的投资收

益与投资者所付出的真实代价相配比 , 因此比变异

权益法更能准确地反映长期投资的真实收益 , 更能

科学合理地核算 、反映长期投资和长期投资收益 。对

此如何理解呢?笔者举一简例说明 。

假定投资公司 (P 公司)于 1998年 1月 1日以

900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被投资公司(S公司)100%的

股份 ,S公司该日帐面净资产为 800万元 。该投资价

差 100万元是由于 S 公司存货帐面低估所导致的 , S

公司存货该日帐面成本为 500万元 , P 公司在股权

取得日认定其市价为 600万元 。同时假定 S 公司系

商品批发企业 , 1998年后半年内将该存货全部售出 ,

获得收入 800万元 (为简便起见 , 假定除销货成本

外 , 无其他费用发生)。我们假定存在 P 公司认定的

S公司报表 , 运用 “股东权益=资产-负债”这一等

式 , 对比 S公司编制的资产负债表和 P 公司认定的

S公司资产负债表如下(单位:万元):

1998年 1月 1日:

1998年 12月 31日销售后:

从P 公司认定的 S公司报表可知:P 公司认定 S

公司 1998年度净收益为 200万元 , 即出售存货的收

入扣除该存货的成本 (系股权取得日发生的历史成

本 600万元)的余额;但 S公司编制的报表却表明 S

公司净收益为 300万元 。两者认定的不同 ,不是由于

成本计价方法的差异 , 而是历史成本计价时点的不

同所致 。

但是 , P 公司在其 1998年度反映对 S公司投资

的投资收益时 , 却以 S 公司编制的报表为基础;即 P

公司在确认投资收益时 , 以 S 公司确定的净收益为

其投资收益 ,作分录如下:

借:长期投资—S 3 , 000 , 000

贷:投资收益 3 , 000 , 000

如何将其调整至 P 公司所认定 S 公司的净收益

(即真实收益)200万元呢?从两张报表对照可知 , 需

从其确认的投资收益帐户中扣除 100万元 , 通过以

下反向分录实现:

借:投资收益 1 , 000 , 000

贷:长期投资—S 1 , 000 , 000

此一分录实际就是投资价差的摊销 , 它是由产

生投资价差的存货于 1998年度全部销售所导致

的 。同理类推 , 被投资公司固定资产增(减)值 、股权

取得日形成的商誉等 ,其摊销机理均如此 。

二 、被投资公司资产评估增值时投资公司的会

计处理

业 务 与 技 术

投资价差会计处理之我见
★胡念梅

P 公司认定的 S 公司
资产负债表

S公司编制的
资产负债表

存货 500

其他 600

合计 110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800

合计 1100

存货 600

其他 600

合计 120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900

合计 1200

现金 800

其他 600

合计 140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800

净收益 300

合计 1400

现金 800

其他 600

合计 140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900

净收益 200

合计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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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资公司购入被投资公司股权后 , 被投资公

司依法对其资产进行评估 , 且出现评估增值时 , 投资

公司如何处理呢?目前会计教材及相关会计文章普

遍认为 ,当被投资公司资产评估增值时 , 会导致被投

资公司股东权益增加 , 投资公司必须按其所持股权

比例确认其分享份额 , 借记 “长期投资” , 贷记“资本

公积”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必须考虑:当被投资公司

资产评估增值时 , 投资公司对其投资是否存在投资

价差 ,及投资价差摊销余额是否为零的问题 。

我们从投资公司长期投资余额构成这一角度分

析 。由权益法核算的长期投资余额由三部分构成:

(1)被投资公司帐面净资产余额;(2)股权取得日被

投资公司资产评估增值的摊销余额;(3)股权取得日

确认的商誉摊销余额 。若股权取得日以后 ,被投资公

司资产评估增值也记录入被投资公司帐户时 , 投资

公司通过以下分录反映此项增值:借记 “长期投资” ,

贷记“资本公积” ,就会导致同一增值在投资公司“长

期投资”帐户中被重复核算和反映了两次 。

笔者认为 , 若投资公司确认的投资价差为正(一

般情况下 , 投资价差为正), 当其后被投资公司评估

增值且记录入帐时 , 投资公司应首先减少投资价差

中相应资产评估增值的部分;若还有剩余 , 再将其余

额增加投资公司的“长期投资”及“资本公积”帐户 。

依上例 , 假定 S公司于 1998年 3月 1日依法对其资

产进行评估 , 确认存货增值 110万元 , 并通过分录同

时增加 S公司“存货”和“资本公积”帐户 110万元 。

假定 S公司无其他业务 。现对比 S 公司编制的资产

负债表和 P 公司认定的 S 公司资产负债表如下 (单

位:万元):

1998年 3月 1日:

1998年 12月 31日销售后:

由以上对比可知:

(1)1998年3月1日 S公司存货评估增值110万

元 ,但 P 公司对此存货增值应仅确认610-600=10

万元 ,P 公司应在其会计系统中作以下分录:

借:长期投资—S 100 , 000

贷:资本公积 100 , 000

(2)1998年 12月 31日 S 公司编制的资产负

债表和 P 公司认定的 S 公司中对 1998年度 S 公司

所赚取的税后净收益的认定是相同的 。因此 ,P 公司

仅需以 S 公司编制的报表为基础来反映长期投资及

投资收益 ,而不存在投资价差的摊销 。即 P 公司仅需

作以下分录:

借:长期投资—S 1 , 900 , 000

贷:投资收益 1 , 900 , 000

(3)投资价差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投资价

差(或投资价差摊销余额)反映的是 P 公司认定的 S

公司的股东权益和 S 公司编制的报表所认定的股东

权益的差额 。1998年3月1日 S 公司资产评估后 ,P 、S

公司均认定在1998年3月1日 S公司股东权益为910

万元 ,此时 ,P 公司长期投资价差余额实际上为零 。

因此 ,P 公司不再存在投资价差摊销的问题 。

(4)若 S 公司在 1998年 3月 1日对资产进行评

估 , 发现存货仅增值 90万元且 S 公司将其记录入

帐 。此时 , P 公司“长期投资—S”帐户中仍存在投资

价差 , 但投资价差的余额变小 。若不存在其他情况 ,

1998年 3月 1日投资价差=P 公司购买价-S 公司

评估后帐面净资产=900-(800+90)=10万元 。因

此 , P 公司不应在其 “长期投资” 帐户反映 S 公司

1998年 3月 1日的评估增值 , 且 P 公司此后仅对 10

万元的投资价差(而不是 100万元)进行摊销。

三 、投资价差为负时相应的会计处理

投资公司购买价一般会高于被投资公司净资产

的帐面值 ,亦即投资价差一般为正 。但投资价差为负

的情况同样可能发生 , 如当投资公司购买一家濒临

破产的企业时 , 其购买价往往会低于被投资公司净

资产的帐面价值 。当投资价差为负时 ,投资公司应将

投资价差首先归属于可确认贬值的有关资产项目 ,

而后再将剩余的部分按比例分摊于已按贬值计价的

非流动资产项目 (股票和债券长期投资除外)。若上

述非流动资产项目余额降至为零 , 而投资价差仍有

余额 , 此余额才最终确认为一种递延收益 , 即负商

誉 。其摊销方法与投资价差为正时的摊销方法类似 ,

但方向相反(即增加投资公司的收益而不是费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会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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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公司编制的
资产负债表

P 公司认定的 S 公司
资产负债表

存货 610

(含增值 110)
其他 600

合计 121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800

资本公积 110

合计 1210

存货 610

(含增值 10)
其他 600

合计 121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900

资本公积 10
*

合计 1210

*P 公司认定S 公司 3月 1日净资产为 910万元 ,而 1
月 1日净资产为 900万元(600+600-300), 从而净资产增
加 10万元。该净资产增加是由非经营活动引起的 ,因此应
记作资本公积。

现金 800
其他 600

合计 140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800
资本公积 110
净收益 190
合计 1400

现金 800
其他 600

合计 1400

负债 300
股东权益 900
资本公积 10
净收益 190
合计 1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