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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成本法
会计处理的探讨

刘胜强  毛洪伟

一、准则规定的成本核算方法

根据相关规定，采用成本法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后续

计量，会计处理涉及三个账户，即“应收股利”、“投资收益”

和“长期股权投资”，分为两种情形。

1.被投资单位在投资单位取得投资当年宣布分派现金

股利或利润，准则规定投资企业应作为投资成本收回，确认

金额为按照投资比例应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借 ：应收股

利，贷：长期股权投资。

2.被投资单位在投资单位取得投资以后年度宣布分派

现金股利或利润，投资企业可先确定应记入“应收股利”和

“长期股权投资”科目的金额，然后根据借贷平衡原理确定

应记入“投资收益”科目金额。“应收股利”发生额为投资企业

按比例应得部分，“长期股权投资”发生额的确定比较复杂，

可列式表示为：“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发生额=（投资后至本

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 - 投资后至

上年末止被投资单位累积实现的净损益）×投资持股比例 -

投资企业已冲减的投资成本

应用上述公式计算时，若计算结果为正数，则为本期应

冲减的投资成本，在“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贷方反映；若计算

结果为负数，则为本期应恢复的投资成本，在“长期股权投

资”科目借方反映，但恢复数不能大于原冲减数。

例：A 公司2007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购入C 公司10%

的股份，并准备长期持有，采用成本法核算。C 公司于 2007

年 5月2日宣告分派 2006年度的现金股利 100 000元，C 公

司2007年实现净利润 400 000元。

（1）2007年 5月2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投资企业按投

资持股比例计算的份额应冲减投资成本。会计分录为：

借 ：应收股利  1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10 000

（2）若2008年 5月1日 C 公司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30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300 000 ×10% =30 000（元）

应收股利累积数 =10 000 + 30 000=40 000（元）

投资后应得净利累积数=0 + 400 000×10% =40 000（元）

因应收股利累积数等于投资后应得净利累积数，所以应

将原冲减的投资成本10 000元恢复。或：“长期股权投资”科

目发生额 =（400 000 -400 000）×10% -10 000= -10 000（元），

所以应恢复投资成本10 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股利  30 000

长期股权投资—C公司  10 000

贷：投资收益  40 000

（3）若 C 公司2008年 5月1日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45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450 000 ×10% =45 000（元）

应收股利累积数=10 000+45 000=55 000（元）

投资后应得净利累积数 =0 + 400 000 ×10% =40 000

（元）

累计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为 15 000 元（55 000 -40 000），

因已累积冲减投资成本 10 000元，所以本期应冲减投资成本

5 000元。或：“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发生额=（550 000-400 000）

×10% -10 000=5 000（元），所以应冲减投资成本 5 0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股利  45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5 000

投资收益  40 000

（4）若 C 公司2008年 5月1日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36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360 000×10% =36 000（元）

应收股利累积数=10 000+36 000=46 000（元）

投资后应得净利累积数 =0+400 000×10% =40 000（元）

累计冲减投资成本的金额为 6 000元（46 000 -40 000），

因已累积冲减投资成本10 000元，所以本期应恢复投资成本

4 000元。或：“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发生额=（460 000-4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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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000= -4 000（元），所以应恢复投资成本 4 0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股利  36 000

长期股权投资—— C 公司  4 000

贷：投资收益  40 000

（5）若 2008年 5月1日 C 公司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20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200 000 ×10% =20 000（元）

应收股利累积数=10 000+20 000=30 000（元）

投资后应得净利累积数=0 + 400 000×10% =40 000（元）

因应收股利累积数小于投资后应得净利累积数，所以应

将原冲减的投资成本10 000元恢复。应注意的是这里只能

恢复投资成本 10 000元。或 ：“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发生额 =

（300 000 -400 000）×10 % -10 000= -20 000（元），因原冲减

的投资成本只有10 000元，所以本期应恢复投资成本 10 000

元，不能盲目代入公式求得恢复投资成本20 000元。会计分

录为：

借：应收股利  2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C 公司  10 000

贷：投资收益  30 000

二、笔者提出的成本核算方法

1.投资企业在被投资单位投资当年宣告分派现金股利

时，应将该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中属于自己的部

分作为投资收回处理。

借：应收股利 （宣告的现金股利 ×持股比例份） （1）

贷：长期股权投资 （宣告的现金股利 ×持股比例份）

2.投资企业在被投资单位投资以后年度宣告分派现金

股利时，由于分录（1）是长期股权投资借方的最大金额。因

此，其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收股利 （宣告的现金股利 ×持股比例） （2）

贷：投资收益 （上年实现税后利润 ×持股比例）

借或贷：长期股权投资 （差额调整）

分录（2）中，如果长期股权投资在贷方，或者在借方但是

其借方金额小于分录（1）中的金额，则账务处理正确；如果

长期股权投资在借方，并且其借方金额大于分录（1）中的金

额，则账务处理应调整为：

借：应收股利 （宣告的现金股利 ×持股比例） （3）

长期股权投资 （分录（1）中的长期股权投资金额）

贷：投资收益 （差异调整）

运用以上方法，接上例，解析如下：

（1）2007年 5月2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投资企业按投

资持股比例计算的份额应冲减投资成本。会计分录为：

借 ：应收股利  1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
——

C 公司  10 000

说明：本次会计处理不仅体现了投资以前产生的股利应

该冲减投资成本，同时还说明了投资以后年度收回（冲减）投

资成本的最大金额是10 000元。

（2）若2008年 5月1日 C 公司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30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300 000 ×10% = 30 000（元）

投资收益= 400 000×10% = 40 000（元）

因此，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股利  3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C 公司  10 000

贷：投资收益 40 000

说明：由于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10 000元，没有超过取得

投资当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而冲减的长

期股权投资成本，因此，上述账务处理正确。

（3）若 C 公司2008年 5月1日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45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450 000 ×10% = 45 000（元）

投资收益= 400 000 ×10% = 40 000（元）

因此，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股利  45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5 000

投资收益  40 000

说明：由于长期股权投资在贷方，不可能出现冲减取得

投资当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而冲减的长

期股权投资成本，因此，上述账务处理正确。

（4）若 C 公司2008年 5月 1日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36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360 000 ×10% = 36 000（元）

投资收益= 400 000 ×10% = 40 000（元）

会计分录为：

借：应收股利  36 000

长期股权投资
—— C 公司  4 000

贷 ：投资收益  40 000

说明：由于借方的长期股权投资4 000元没有超过取得

投资当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而冲减的长

期股权投资成本 10 000元，因此，上述账务处理正确。

（5）若2008年 5月1日 C 公司宣告分派 2007年现金股利

200 000元，则：

应收股利= 200 000 ×10% = 20 000（元）

投资收益= 400 000 ×10% = 40 000（元）

因此，会计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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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应收股利  20 000

长期股权投资——
C 公司  20 000

贷：投资收益  40 000

说明：由于借方长期股权投资20 000元已经超过取得

投资当年自被投资单位分得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而冲减的长

期股权投资成本10 000元，因此，上述账务处理需要进一步

调整。具体如下：

应收股利= 200 000×10% = 20 000（元）

长期股权投资= 10 000（元）

差额= 20 000 + 10 000 = 30 000元，计入投资收益，具

体账务处理如下：

借：应收股利  20 000

长期股权投资——C 公司  10 000

贷：投资收益  30 000

（作者单位 ：重庆工 商大学 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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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工程投资绩效审计探析
姜 明  田 甜

一、公共工程投资绩效审计概述

公共工程投资绩效审计，是指审计机关或机构以及审计

人员对由政府出资或管理的，以社会公众为受益人的工程建

设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所进行的检查和评价。我

国公共工程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主体可以是国家审计为主

导、部门内部审计、社会审计协作开展的“三位一体”的组织

体系。

公共工程投资项目绩效审计的客体亦即审计的对象。从

外延上讲，是指工程项目管理部门、各地方和国家的政府机

关、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材料和设备的供应商以

及参与项目建设与管理的其他部门或单位。从内涵上讲，一

般包括如下内容 ：（1）技术性工作效果和效率性审计；（2）

管理工作效果与效率审计 ；（3）经济效益审计；（4）社会效

益和环境效益审计。

二、公共工程投资绩效审计的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公共工程投资绩效审计的特点及其审计内容，笔者

认为可以建立如下公共工程绩效审计评价指标体系：

1.资金筹集与运用方面的指标

（1）资金到位率 =（已到位资金 /工程预计总资金）×

100%

该指标反映了公共工程资金筹集的效率，数值越大，表

明效率越高。

（2）资金利用率 =（实际用于项目的支出额 /实际到位的

金额）×100%

该指标反映了政府公共工程实际运用资金的效率，数值

越大，表明效率越高。

（3）资金有效率 =（实际用于项目的支出额 /按批复应到

位的金额）×100%

（4）基建结余资金占用率 =（基建结余资金占用数 /本年

实际完成投资数）×100%

一般说来，结余资金占用率越低，说明资金使用的效果

越好。

以上四个指标可以完整地反映出一个项目从批复到实

施以至最终的运行结果，客观地反映工程项目的资金运行效

率。

2.工程工期方面的指标

（1）项目计划工期率 =（项目竣工实际工期 /项目建设计

划工期）×100%

该指标反映公共工程施工进展情况。如果比例大于

100% ，说明实际工期较计划工期拖长，工程工期管理缺乏效

率；反之，则表明实际工期较计划工期缩短，工程工期管理

有效率。

（2）达到设计能力所需要的时间

该指标是指建设项目建成投产至实际产量达到项目设

计规定生产能力为止的日历时间，集中反映基本建设过程活

动形成综合生产能力的时间因素和管理质量。项目建成投产

后达到设计能力的时间越短，该项目投资的效益就越大。

（3）项目完工率 =（实际竣工的单位工程数 /计划单位工

程总数）×100%

（4）生产能力建成率 =（已建成完工的生产能力 /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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