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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股权投资增减资
对后续合并会计报表列报的影响

袁东欧

关于企业长股权投资核算到会计报表列报的全过程，主

要涉及到三个相关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长期股权

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 企业会计准则——

合并财务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合并”主要涉及对

应经济事项的会计核算，“合并报表”主要涉及合并会计报表

列报事宜。但三个准则均未明确规范“长期股权投资”后续有

关增加资本（以下简称“增资”）或减少资本（以下简称“减资”）

时改变了对被投资企业控制程度，从而影响到企业后续合并

报表的列报事宜。本文对长期股权投资增减变动影响到后续

合并报表列报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相关准则的规定和原则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规范企业合并和非合并两种方式下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计量和后期计量时成

本核算方法的选择运用。依据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控制

程度的强弱采用不同的核算方法，控制强弱的两端采用成本

法核算，中间端采用权益法核算。即：成本法核算两端包括，

对被投资企业具有控制权的高端和对被投资企业不具有控

制权、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低端；权益法核算的中端主要

指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投资。有

关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增资或减资时相应改变、调整对应的核

算方法。

企业合并会计准则将企业合并分为同一 控制下和非同

一控制下两种形式的吸收合并和控股合并，规范合并时点（合

并日或购买日）的会计处理原则以及合并当年年度合并报表

的列报方法，本准则的运用前提必须是有关交易或事项发生

前后，必须引起报告主体的变化，报告主体未变化的合并不

受本准则约束。准则对企业合并时点及合并报告年度的合并

报表列报原则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报表列报原

则是将合并前和合并后视同为一 个报告主体，合并报表包括

合并前被合并企业的所有数据，合并年度和合并时点列报基

本相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时点只编报资产负

债表，合并年度合并报表则只包括合并后被合并企业的财务

数据，并且资产负债表不调整年初数。对于企业合并后由于

增资或减资改变了对被投资企业的控股程度时，在减资和增

资时点或该报告年度后续会计报表列报方法未作出明确规

定。

合并财务报表准则，首先规定了纳入合并报表的范围，

纳入合并报表强调以控制为基础，只有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

业具备控制权时，才纳入合并报表的编制范围。然后是合并

程序和具体报表合并时具体的合并操作。对企业长期股权

投资由于增资或减资引发的控股程度发生改变的合并报表

列报原则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二、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增资或减资的类型

（一）投资增资或减资不改变投资的控制程度

如果被投资企业经过对各种因素综合考虑，扩大或缩小

企业的经营规模，从而增加或减少企业注册资本，企业采用

按原出资比例均衡增加或减少投资额度。投资的增、减变化，

虽然改变了投资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但并没有

影响到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程度。因此，投资企业不改变长

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和合并报表的列报原则（投资增、减

变动后仍保持在原控制级限范围内，同样也不会改变长期股

权投资的核算方法和合并报表的列报原则）。

（二）投资增资或减资改变了投资的控制程度

当投资企业通过收购等方式增加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

时，改变了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控制程度。从长期股权投资

核算方法转换角度划分为：一是由低端的成本法转变为中

端的权益法核算；二是由低端的成本法转变为高端成本法

核算；三是由中端的权益法转变为高端的成本法核算。第一

种情况则不会涉及到后续合并报表事宜，而第二、第三种情

况则产生了后续合并报表列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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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企业出售或转让部分长期股权投资时，同时改变了

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控制程度。仍然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

法转换角度划分为：一是高端的成本法核算降级到中端的

权益法核算；二是高端的成本法核算直接下挫到低端的成

本法核算；三是中端的权益法核算降级到低端的成本法。第

三种情况也不会涉及到后续合并报表事宜，而第一、第二种

情况则影响了后续合并报表列报事宜。

无论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增资或减资，只有两

种情况才会涉及到后续企业合并报表事宜：一是权益法核

算与成本法核算的高端之间发生相互转换时；二是低端的

成本法直接与高端的成本法发生相互转换时。

三、投资增资、减资后合并报表的列报方法

长期股权投资发生增资或减资变化时，并且改变了对被

投资企业的股权控制程度，则影响到后续合并报表列报事

宜，对后续合并报表列报产生了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

是否需要将报表纳入合并范围？二是若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如何选择合并期间（在年度内发生投资增资或减资时，被投

资发生改变时点自然分隔为三个期间段：①年初至变化前。

②变化后至年末。③年初至年末期间。）？三是资产负债表的

年初数是否需要调整？

（一）长期股权投资增资后续合并报表的列报

长期股权投资由于增加投资，无论增加投资前采用成本

法核算的低端，还是权益法核算的中端，只要增加投资后达

到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高端，意味着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具

有控制权，在增加投资后应当编制合并报表。如何编制合并

报表，则需从被投资企业在增加投资前是属于同一控制还是

非同一控制来确定后续合并报表的列报。

1 .被投资企业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增加投资

投资企业增加投资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后续合并报

表应按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原则列报报表。合并报表列报

原则是将被投资企业视同为增加投资前、后均属于同一个报

告主体。增加投资的企业达到控制条件时，增加投资时点和

当年度年度报表至少需要编制三张主表，即：合并资产负债

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利润表。增加投资时点，合并资

产负债表列报既需要调整年初数，也需要将增加投资时点的

数据纳入合并报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利润表列报包

括被投资企业年初至投资时点的数据。增加投资当年度，合

并资产负债表列报既需要调整年初数，也需要将被投资单位

的年末数据纳入合并报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利润表

包括被投资企业年初至年末的全年数据。

2.被投资企业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增加投资

投资企业增加投资属于非同一 控制下的企业，后续合并

报表应按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原则列报报表。合并报表

列报原则是将被投资企业视同为新增加一个公司。增加投资

的企业达到控制条件时，增加投资时点和当年年度报表对三

张主表要求略有差异。增加投资时点，只编制合并资产负债

表的合并时点数据，不需要调整年初数，合并利润表和合并

现金流量表不需要编制。编制年度报表要求是 ：合并资产负

债表列报不需要调整年初数（年初数不纳入合并报表），只将

年末数纳入合并报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利润表只包

括被投资企业增加投资时点至年末期间的数据。

3.投资企业增加投资前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利润列示

同一控制下的增加投资，合并利润表是将被投资企业年

初至增加投资时点和投资时点至年末两个期间的数据全部

纳入了合并报表，被投资企业年初至增加投资期间实现的利

润数，在合并利润表中的“净利润”项下单列“其中：被合并

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反映。非同一控制下的增加投资，

合并利润表只涵盖增加投资至年末被投资企业实现的利润，

增加投资前实现的利润通过“投资收益”在利润表中列示。

（二）长期股权投资减资后续合并报表的列报

长期股权投资由于减少投资，无论减少投资前采用成本

法核算的高端，还是权益法核算的中端，只要减少投资后改

变了对被投资企业的控制程度，投资企业对被投资企业不

再具有控制权，则不应该纳入合并报表的范围。如何将以前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被投资企业从合并报表中去掉呢？

首先，从投资企业减少投资前看，减资前是属于具有控

制权母子关系，而减少投资后，投资企业已经不具有控制地

位。不具有控制权则不应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上述两

种减资情况导致改变长期股权投资的控制程度，投资企业在

减资当年年度不需要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其次，再分析减

资以前期间的数据是否纳入合并报表？则需要从减资去向关

系来加以判断。减资去向指投资企业减少投资额度时，投资

企业将长期股权投资转让给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业还是非

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业，转让对象不同，其合并报表的列报

方式不同。

1. 减资时转让给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投资企业减资时，将减资额转让给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

业，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业增资后，形成同一控制下间接控

制权的两种方式：一是减资企业仍然在同一控制下对被投

资企业处于主导地位，二是减资企业在同一控制下对被投资

企业处于非主导地位。无论减资企业在同一控制下是否处于

主导地位，均不会改变集团内的控制权地位。减资企业不符

合合并报表编制范围，被投资企业的报表转为由同一控制下

的其他企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业按增

加投资时同一控制下的原则列报合并报表。因此，减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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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编制任何期间的合并报表。

2.减资时转让给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投资企业减资时，将减资额转让给非同一控制下的其他

企业，非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业增资后，按非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合并原则列报合并报表。

（1）全部通过“投资收益”列示

减资企业在减资时，将被投资企业年初至减资时点期间

的财务成果视同年初就不具有控制权，不将该期间的财务成

果纳入合并范围，而是只作为企业的投资收益列示。该情况

下，需要将减资企业年初合并资产负债表中被投资企业的相

关数据去掉，并恢复年初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股权投资”的

价值。

（2）只列报被投资企业年初至减资时点的财务成果

减资企业在减资时，将被投资企业年初至减资时点期间

的财务成果纳入合并报表数据。减资当年年度编制报表时，

则应将被投资企业年初至减资时点的财务成果纳入合并数

据。资产负债表，年初数不作调整，年末数不包含被投资企

业的年末数据；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同样将被投资企业的

年初至减资时点期间的财务成果纳入报表，减资后至年末期

间数据也不纳入报表。

（作者单位 ：中铁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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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与技术

借款费用会计处理与纳税处理

差异分析（一）

高允斌  周 宏  吴明泉

企业间的投资方式主要有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但

企业基于规避税收成本的目的，可以采取增加债权性投资，

同时相应减少权益性投资的做法。其主要原因是：首先，债

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支付给股东的

股息却不能在税前扣除；其次，如果关联方之间所在国家或

地区税收制度存在差异，或双方所得税税收待遇存在差异，

则企业可通过支付利息的方式将利润转移至所得税成本较

低一方的关联企业，从而达到避税目的；再次，有的国家对

非居民纳税人获得的利息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税率，通常比对

股息征收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低，则采用债权性投资就比采用

股权投资的税收成本低。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同属于一个利

益集团的跨国公司来说，就可能通过操纵融资方式，降低集

团整体税收负担。因此，相关税收法规对关联方之间的债权

性投资规模及利息支出作出限制，以防范企业通过操纵债权

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结构进行避税。这就是税收制度中

所谓的防止“资本弱化”。

一、原内、外资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规

定及分析

（一）原内资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规定及分析

在原内资企业所得税政策中，主要通过规定借款金额与

注册资本的比例来管理关联方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国税发

[2000]84号文曾规定 ：“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

过其注册资本 50% 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

除。”该文存在的问题是：如果关联方企业均为内资企业，双

方适用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和税收待遇完全相同，双方之间并

不存在相互转移利润进而避税的空间。如果一方向另一方借

款超过其注册资本的 50% ，超过部分的利息因不得于税前扣

除而缴纳企业所得税，另一方收取的这部分利息非但要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而且须先行缴纳营业税等流转税，如此一来

必然导致重复征税，进一步加重了内资企业的融资成本。

（二）原外资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规定及分析

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原税法主要从

以下方面进行管理：

1.对关联方负债利息水平作出规定，即对关联方利息

支付和收取的利率水平参照“正常利率”的标准。原《 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五条规定，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融通资金所支付或者收

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或

者其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的，当地税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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