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甲公司留存收益小于损益调整 100万元，为摊销的股

权投资差额。
（二）投资企业享有份额减少的会计处理

在新投资者投入的总资产与总股本的比值小于受资企业

原每股净资产时，投资企业按受资企业净资产和新持股比例

计算的份额，将小于原享有的份额，其差额属于投资企业转让

给新投资者的在受资企业净资产中享有的份额，相当于以前

年度多确认的留存收益。这部分享有份额的减少值应增加新

的股权投资差额或冲减留存收益（按照谨慎性原则应冲减留存

收益）；并根据持股比例变动对在受资企业的留存收益和资本

公积中享有份额的影响，分别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所属

的“损益调整”和“股权投资准备”明细科目。与此同时，还应将

投资以后确认的留存收益和资本公积进行相应的调整。

例2：接例1，假设2004年1月1日，乙公司增资扩股10 000万

股，发行价格为10 500万元，甲公司未追加投资。则2004年1月1

日，乙公司增资扩股后，净资产为21 500万元，其中：股本为

20 000万元，资本公积为500万元，留存收益为1 000万元；甲公

司的持股比例由60%降为30% 。由于新投资者投入的总资产与

总股本的比值1.05（10 500/10 000）小于受资企业原每股净资产

1.1，导致甲公司持股比例降低后实际享有的份额6 450万元

（21 500×30 %）比原享有的份额6 600万元（6 000+600）减少 150

万元。甲公司这部分享有份额的减少值150万元，应冲减以前

年度多确认的留存收益。应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留存收益  1 5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 500 000

经过上述会计处理，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6550万元，其中，“投资成本”与“损益调整”之和为6 450万元，

反映其在受资企业净资产中享有的份额；股权投资差额为100

万元。但是，上述处理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构成和投

资以后净资产的变动也不能客观反映在乙公司净资产中享有

份额的实际状况。因此，甲公司还需要对其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的构成以及投资以后净资产的变动进行调整。

2004年1月1日，乙公司的资本公积为500万元，甲公司按

持股比例30% 计算，应享有150万元，前述调整时，股权投资准

备未进行调增，因此，还需再调增150万元；乙公司留存收益为

1 000万元，甲公司按持股比例30% 计算，应享有300万元，但账

面“损益调整”为450万元（600-150），由于甲公司持股比例降低

已无法获取留存收益450万元，因此，需调减150万元。甲公司

应编制的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准备  1 5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 500 000

与此相对应，甲公司投资以后应确认的资本公积为150万

元，但前述调整时，未调增资本公积，因此，需调增资本公积

150万元；而留存收益需则相应调减150万元。甲公司应编制的

会计分录为：

借：留存收益  1 500 000

贷：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  1 500 000

同样，上述三笔会计分录，还可以按例1换一种思路进行

会计处理，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2004年1月1日，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和乙公司

净资产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通过上述调整，既能够使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

价值合理反映在受资企业所有者权益中享有的份额，又能够

使投资企业的净资产构成合理反映投资以后的受益状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会计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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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发布《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

为规范和加 强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保 护 信托财产安全，

维护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的合 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

国会计法》、《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及国 家其他 有关法律和法规，

财政部于 2005 年 1 月 5 日 发布 了《财政部关于印发 <信托业务

会计核算办法 >的通知》（财会[2005]1 号），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在

涉及信托业务的所有相关单位（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及信托项 目施行。

《办法》规定，信托项 目应作为 独立的会计核算主体，以 持

续经营为前提，独立核算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情况。各

信托项目应单独记账，单独核算，单独编制财务报告。不同信托

项目在账户设置、资金划拨 、账簿记 录等方 面应相互独 立。另

外，《办法》还对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 者的会计处理分别做

了具体规定。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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