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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天虎 冀玉芹■

为完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并确保其有效实施，财政部制

定了《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1号》（以下简称《解释》）。

从《政府会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及《解释》就长期股

权投资处置给出的会计处理来看，与“收支两条线”相关的

会计核算问题还有待完善。本文举例说明相关规定存在的问

题及其完善思路。

一、处置以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及

其存在的问题

《制度》规定，处置以现金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财务

会计处理为：按实际取得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按被处

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贷记“长期股权投资”，按尚未

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贷记“应收股利”，按处置过程中发

生的相关税费贷记“银行存款”，按以上科目的借贷方差额

事业单位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会计处理探析 

摘 要：通过分析不同情形下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的
会计处理，本文发现《政府会计制度》和《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解释第1号》有关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净损益、应缴财政

款和投资预算收益的计量及其会计处理还不尽合理。为正

确处理与“收支两条线”相关的会计核算问题，本文提出了

应在确保相关收入（收益）正确计量的前提下，通过增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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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记或贷记“投资收益”。其预算会计处理（因“投资支出”

科目说明中未提及长期股权投资处置过程中支付的相关税

费，故这里结合“主要业务和事项账务处理举例”的相关会

计处理进行讨论）为：（1）投资收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

按取得价款扣减支付的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借记“资金结存”，

按取得投资时“投资支出”科目的发生额贷记“投资支出”或

“其他结余”（以前年度取得，下同），按以上科目的差额贷记

或借记“投资预算收益”；（2）投资收益上缴财政的，按取得

投资时“投资支出”科目的发生额借记“资金结存”并贷记“投

资支出”或“其他结余”。举例说明如下：

例1 ：若某事业单位处置本年度以现金取得且投资收

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长期股权投资，实际取得价款130万

元，所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100万元，处置过程中

发生相关税费为1万元，那么按《制度》规定应做如下处理

（单位：万元，下同）：

财务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13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100

              银行存款                                                              1

              投资收益                                                            29

预算会计分录：

借：资金结存                                                         129

       贷 ：投资支出                                                          100

              投资预算收益                                                     29

例 2：沿用前例资料并假定投资收益应按规定上缴财政，

那么按《制度》规定应做如下预算会计分录（财务会计分录

同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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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会计专栏

借：资金结存                                                         100

       贷 ：投资支出                                                          100

投资收益源于投资，当长期股权投资因处置而使“长期

股权投资”和“应收股利”从资产负债表中消除后，将收回

投资所取得的现金流入计入“投资支出”或“其他结余”而非

某种形式的预算会计收入，会影响预算收入支出表的列报，

如例1和例2均有129万元的现金净流入，但预算收入支出

表所反映的“本年预算收入”却是29万元和0、所反映的“本

年预算收支差额”分别是129万元和100万元。

二、处置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取得的长期股权投

资的财务会计处理及其存在的问题

对于处置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制度》规定的财务会计处理是：按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余额借记“资产处置费用”并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同

时按实际取得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按尚未领取的现金

股利或利润贷记“应收股利”，按发生的相关税费贷记“银行

存款”，按以上科目的贷方差额贷记“应缴财政款”。而当处

置时取得的投资收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时，则要将实际取得

价款大于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应收股利账面余额

及相关税费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解释》针对权益法下的会计处理，有如下规定：（1）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大于其投资成本的，应按被处置长期

股权投资的成本借记“资产处置费用”并贷记“长期股权投

资—— 成本”，同时按实际取得的价款借记“银行存款”，按

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贷记“应收股利”，按发生的相

关税费贷记“银行存款”，按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减去其

投资成本的差额贷记“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其他权

益变动”，按实际取得的价款与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

额、应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出的差额贷记或借记

“投资收益”，并按以上科目的贷方差额贷记“应缴财政款”；

（2）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小于或等于其投资成本的，应

按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借记“资产处置费用”，

按长期股权投资各明细科目余额贷记“长期股权投资—— 成

本”、贷记或借记“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和“长期股

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同时按实际取得价款借记“银

行存款”，按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贷记“应收股利”，

按发生的相关税费贷记“银行存款”，按实际取得价款大于

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应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

出的差额贷记“投资收益”，并按以上科目的贷方差额贷记

“应缴财政款”。

从投资收益和应缴财政款的计量以及相关会计处理对

本期盈余的影响来看，《制度》及《解释》有关处置以非货币

资产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具体可分为以下五种

情形：

1.当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法核算且处置净收入上缴财

政时，应缴财政款以“处置净收入减去未收到的现金股利或

利润（如有）的差额”计量，本期盈余仅受投资成本的影响。

详见如下举例：

例3 ：若某事业单位处置本年度以非现金资产取得并按

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实际取得价款130万元，所处

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亦即投资成本）为100万元，“应

收股利”有借方余额2万元，处置过程中发生相关税费为1

万元，那么按《制度》规定应做如下财务会计分录：

借：资产处置费用                                                  1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100

借 ：银行存款                                                         130

       贷 ：应收股利                                                              2

              银行存款                                                              1

              应缴财政款                                                       127

2. 当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法核算且处置时取得的投资

收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时，应缴财政款以“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余额（亦即投资成本）”计量；本期盈余既受长期股权投

资成本的影响，又受所确认的处置收益的影响，其中处置收

益要按实际取得价款与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未收到的现金股

利或利润及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的差额确定。详见如

下举例：

例4 ：沿用例3资料，按《制度》规定应做如下财务会计

分录：

借：资产处置费用                                                  1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100

借 ：银行存款                                                         130

       贷 ：应收股利                                                              2

              银行存款                                                              1

              投资收益                                                            27

              应缴财政款                                                       100

3.当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处置时取得的投资收

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且所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大于

其投资成本时，应缴财政款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

本”计量；本期盈余既受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的影响，

又受所确认的处置收益的影响，其中处置收益要按“实际取

得的价款与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应收股利账面余

额和相关税费支出的差额”确定。详见如下举例：

例5 ：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实际取得价款130万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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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前长期股权投资所属“成本”“损益调整”和“其他权益变

动”依次有借方余额100万元、7万元和3万元，“应收股利”

有借方余额2万元，处置过程中发生相关税费为1万元，那

么按《解释》规定应做如下财务会计分录：

借：资产处置费用                                                  10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100

借 ：银行存款                                                         130

       贷 ：应收股利                                                             2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7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3

              银行存款                                                              1

              投资收益                                                            17

              应缴财政款                                                       100

4. 当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处置时取得的投资收

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所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小于其

投资成本且实际取得价款大于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应

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出之合计时，应缴财政款以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计量；本期盈余既受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余额的影响，又受所确认的处置收益的影响，

其中处置收益要按“实际取得的价款与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应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出的差额”确定。详

见如下举例：

例6 ：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实际取得价款105万元，处

置前长期股权投资所属“成本”“损益调整”和“其他权益变

动”依次有借方余额100万元、贷方余额7万元和3万元，“应

收股利”有借方余额2万元（重大不利事项导致已宣告发放

的现金股利无法支付），处置过程中发生相关税费为1万元，

那么按《解释》规定应做如下财务会计处理：

借：资产处置费用                                                    90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7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3

       贷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100

借 ：银行存款                                                         105

       贷 ：应收股利                                                              2

              银行存款                                                              1

              投资收益                                                              2

              应缴财政款                                                       100

5. 当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处置时取得的投资收

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所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小于其

投资成本且实际取得价款小于被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应

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出之合计（《解释》未提及此

种情形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本文参照上例讨论）时，应缴

财政款以“实际收取得价款与应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

支出的差额”计量；本期盈余仅受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的

影响。详见如下举例：

例7 ：沿用例6资料并假定实际取得价款95万元，那么

比照《解释》规定应做如下财务会计处理：

借：资产处置费用                                                    90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7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3

       贷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100

借 ：银行存款                                                           95

       贷 ：应收股利                                                             2

              银行存款                                                              1

              应缴财政款                                                        92

综合以上举例不难发现，《制度》及《解释》就处置以非

货币资产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财务会计处理，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一是处置收益的计量存在表述冲突。具体表现为：（1）

《制度》规定处置收益应按“所取得价款大于被处置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余额、应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出合计的

差额”计量，但《解释》却将权益法下的处置收益改称为投

资收益并以括号形式界定为“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价款扣除长

期股权投资成本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2）《解释》在做上

述界定的同时，又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大于其投资成本

情形下的计量方法规定为“实际取得的价款与被处置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余额、应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出的差

额”；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小于或等于其投资成本情形

下的计量方法规定为“实际取得的价款大于被处置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应收股利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支出的差额”。另

外，《解释》还遗漏了相关“权益法调整”的结转分录。

二是应缴财政款的确定未能遵守逻辑一致性原则。“应

缴财政款”是与“收支两条线”相关的一个负债科目，在有

关库存物品、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政府储备物资处置的会

计处理中，该科目所反映的均为处置净收入，但从《制度》

和《解释》就处置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取得的长期股权投

资所给出的会计处理来看，还出现了按“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净收入与应收现金股利或利润的差额”（见例3和例7）和“长

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见例4、例5和例6）这两种计

量方法，这显然与其他形式的政府性资产处置的会计处理存

在逻辑冲突。不仅如此，在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核算且处

置时取得的投资收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的情形下，按《解释》

规定所计量的应缴财政款数额，与按《制度》规定的以“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见“长期股权投资”科目说明）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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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应缴财政款数额，还出现了差异。如就例5和例6而言，

按《解释》计量的数额均为100万元，但按《制度》计量的数

额却分别为110万元和90万元。

三是财务会计不确认处置收入而将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账面余额大于成本时）或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账面余

额小于或等于成本时）计入“资产处置费用”的做法，影响

本期盈余信息的列报。如在例3至例7中，按会计惯例—— 

即按“实际收取得价款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应收现金

股利或利润及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的差额”，分别确

认处置净收益27万元、27万元、17万元、12万元和2万元，

但按《制度》和《解释》列示于收入费用表“本期盈余”的金

额却分别是 -100万元、-73万元、-83万元、-88万元和 -90万

元（例4、例5和例6所涉及的“权益法调整”金额结转后分

别修正为-80万元、-91万元和 -93万元）。

三、处置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取得的长期股权投

资的预算会计处理及其存在的问题

按照《制度》在“主要业务和事项账务处理举例”中给出

的会计处理，处置以现金以外的其他资产取得的长期股权投

资的预算会计处理，具体分为以下两种情形：

1.当处置净收入上缴财政且处置前存在尚未收取的现

金股利或利润时，应按“尚未收取的现金股利或利润数额”

借记“资金结存”并贷记“投资预算收益”。沿用例3资料，

按《制度》规定应做如下预算会计分录：

借：资金结存                                                             2

       贷 ：投资预算收益                                                      2

2.当处置时取得的投资收益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时，应按

“取得价款扣减投资账面余额和相关税费的差额”借记“资

金结存”并贷记“投资预算收益”。沿用例5至例7资料，所

记金额应分别为19万元、14万元和4万元。

但按《解释》规定，即按“取得价款减去投资成本和相关

税费后的金额”所确定的金额，却分别是29万元、4万元和-6

万元。

无论是否将处置时取得的处置收益上缴财政，上述相关

财务会计处理中均出现了“应缴财政款”。因“应缴财政款”

源于“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故其出现也就意味着相关的

现金流入流出应属纳入部门预算管理，并按《制度》总说明

第五条规定应采用“双分录”进行会计处理的现金收支。然

而《制度》及《解释》给出的预算会计处理，却未将相关现金

流入纳入其中，由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扭曲预算会计收入的

列报并破坏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的固有联系。如在例3至例

7中，明明依次有现金净流入129万元、129万元、129万元、

104万元和94万元，但预算会计的记录金额，按《制度》规定

却依次为2万元、29万元、19万元、14万元和4万元，按《解

释》规定例5至例7所记金额又变为29万元、4万元和 -6万

元，并且例7还出现了负数。

四、长期股权投资处置会计处理的改进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制度》及《解释》有关长期股权投

资处置的会计处理，无论是从处置损益计量和应缴财政款义

务的确定来看，还是从收入费用表和预算收入支出表的列报

来看，均存在一定问题。上缴财政款义务的产生，虽说与事

业非税收入的收取和政府性资产处置净收入的取得密切相

关，但二者所反映的经济性质却完全不同。事业非税收入和

政府性资产处置净收入源于互惠性市场交换行为，即政府会

计主体以提供服务或移交资产为代价获取等量的货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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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贷 ：投资收益                                                            17

6.结转权益法调整。

财务会计分录：

借：权益法调整                                                         3

       贷 ：投资收益                                                              3

7.上缴财政款。

财务会计分录：

借：应缴财政款                                                      129

       贷 ：银行存款                                                          129

预算会计分录： 

借 ：上缴财政支出                                                  129

       贷 ：资金结存                                                          129

8.收财政返还款。

财务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129

       贷 ：财政返还收入                                                   129

预算会计分录：

借：资金结存                                                         129

       贷 ：财政返还预算收入                                            129

相对于《制度》及《解释》而言，上述改进会计处理具有

以下优点：

一是资产处置损益的计量不受“收支两条线”预算管理

模式的影响。如此，有关政府性资产处置损益的计量，就与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这不仅可简化《制度》

表述，还可极大地节约财会人员的学习培训成本。

二是单独确认和列报与上缴财政款相关的收入、费用和

支出，可增强会计信息的明晰性。上缴财政款因“收支两条

线”而产生，从财务会计的角度看，该义务的履行将导致政

府会计主体资源的减少，因而符合费用的定义；从预算会

计的角度看，该义务的消除必将引起资金流出，因而符合支

出的定义。因与“收支两条线”相关的收入、费用和支出并

非自身运营之必需，故单独确认和列报相关收入、费用和支

出，可增强会计信息的明晰性。

三是单独确认和列报与投资收回相关的现金收入，可全

面完整地反映投资活动相关现金收支并维持财务会计与预

算会计间的固有联系。投资与投资收回，不仅有质的不同和

量的差异，而且现金流向也是完全相反，故而单独确认和列

报与投资收回相关的现金净收入，将能完整地反映与投资业

务相关的现金流入流出，并且当所有的现金流入流出都实时

地得到确认后，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之间的固有联系自然能

够得以维持。

责任编辑 武献杰

但应缴财政款义务却是源于非互惠性的政府管理活动，即政

府财政部门运用预算分配权力减少政府会计主体的财政资

源。有鉴于此，本文认为有关“收支两条线”的会计核算，应

在确保相关收入（收益）正确计量的前提下，通过增设相关

费用科目以解决与之相关的应缴财政款义务的确认问题。

就长期股权投资处置而言，具体改进思路如下：通过设

置“资产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这里同时考虑其他政府

性资产处置）归集相关收入和费用并据以确定处置净损益；

在财务会计中增设“上缴财政费用”和“财政返还收入”，以

分别核算与“收支两条线”相关的费用和收入；在预算会计

中增设“收回投资预算收入”以核算与投资处置相关的现金

净流入；在预算会计中增设“财政返还预算收入”和“上缴

财政支出”，以分别核算与“收支两条线”相关的收支。沿用  

例 5资料，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1.结转资产账面余额。

财务会计分录：

借：资产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                             110

       贷 ：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                                     100

              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7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3

2.收取处置款。

财务会计分录：

借：银行存款                                                         130

       贷 ：资产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                              128

              应收股利                                                              2

预算会计分录：

借：资金结存                                                         130

       贷 ：收回投资预算收入                                            130

3.支付相关税费。

财务会计分录：

借：资产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                                 1

       贷 ：银行存款                                                              1

预算会计分录：

借：收回投资预算收入                                               1

       贷 ：资金结存                                                              1

4.确认应缴财政款义务（假定按处置净收入确定）。

财务会计分录：

借：上缴财政费用                                                  129

       贷 ：应缴财政款                                                      129

5.结转处置损益。

财务会计分录：

借：资产处置—— 长期股权投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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