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户可能会出现贷方余额的问题，但这

只是暂时的，不会影响期末的会计信

息。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办法：第一、

在营业员开票的环节将企业自己的库

存商品和代销商品分开，每日营业日

报表中分别反映两类商品的销售收

入，对已销自有商品虚转成本，对已销

的代销商品暂时不结转成本，待月末

统一处理，这样就不存在上面所说的

问题了。第二，代销商品销售时仍然

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如果

“库存商品”账户贷方出现了余额，暂

时也不用处理，待月末将代销商品记

入库存时，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3、月末，结账之前将已销代销商

品的“入库验收单”调到会计部门，会

计部门做验收入库的账务处理，按售

价借记“库存商品”账户，按不含税接

收价贷记“应付账款——某委托方”账

户，两者之差记入“商品进销差价”账

户。采用上述 2中第一种方法处理的

企业还应同时按售价虚转成本。这样

做可以保证月末只有已销的代销商品

参加商品进销差价的计算与结转，尚

未销售的代销商品不进行任何的会计

处理，与自有的库存商品泾渭分明。
4、开出代销商品清单、将代销商

品款偿还委托方并收到对方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时，借记“应付账款——某委

托 方 ”（不 含 税 接 收 价）、“应 交 税

金——应交增值税（进项税）”等账户，

贷记“银行存款”账户。根据税法规定

这一步骤中增值税进项税的记账依据

只能是增值税的专用发票（或进口商

品海关关税的完税凭证），不能是代销

商品清单。代销商品清单只是代销商

品销售情况的说明，绝不是增值税的

记账依据。

随着代销业务的广泛开展，业务

部门应严把代销商品质量关，确保代

销商品的信誉，将其纳入自有商品管

理的轨道；会计部门要正确核算代销

商品，做到代销的商品有合同，代销后

的商品及时（一般应按月）与委托方结

清货款，以保证结算日会计报表的准

确性。  责任编辑  袁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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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会计核算设计思路与会计信

息质量

从我国上市公司现状出发，对公司投

资业务的核算，应充分贯彻谨慎性原则。
在短期投资会计核算中，这个原则是通过

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法”来体现的。“成

本与市价孰低法” 是指短期投资核算在历

史成本计价的基础上，通过与市价进行对

比，选择最低的作为短期投资的期末价值

在报告期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例如，某公

司短期投资成本为 100 000 元，某年 12 月

31 日按市价计价是 80 000 元，按“成本与

市价孰低法”，应将市价低于成本的差额

20 000 元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并确认

损失，借记投资收益，计入损益表。“短期

投资跌价准备”作为短期投资的抵减账户，

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从而降低短期投资

的账面价值，达到不高估资产的目的。在

长期投资的会计核算中是通过计提“长期

投资减值准备”来达到谨慎的目的，准则规

定长期投资无论是暂时性还是永久性的减

值，均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样规定既简化

了核算工作更体现了谨慎性原则的要求。
其意义在于以较低的价值反映公司资产的

价值，避免公司过分乐观，但对公司潜在的

债权人或投资者来讲，过低的资产规模会

削弱他们对公司的投资信心。
会计准则的整体思路充分体现了谨慎

性原则的要求，为公司会计报表的使用者

提供了更为公允、真实的信息，提高了会计

信息的质量，这无疑为投资者作出正确的

投资决策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本文前已述

及，按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计价的结果，是不

高估资产价值。企业资产价值的大小可以

反映企业经济规模，体现企业整体实力及

盈利能力。有鉴于此，对长期投资计提减

值准备应区分是暂时性减值还是永久性减

值并分别反映。因为在设计投资核算时，

不仅要考虑谨慎性原则，而且也要考虑其

核算方法的合理性，即不能只单纯追求核

算简单，而不顾经济实质。具体设想为：长

期投资暂时性减值，不作为当期损失，可作

为股东权益中的单独项目，并在会计报表

附注中作重点披露。长期投资永久性减

值，应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并冲减投资

收益。这里有“暂时性”和“永久性”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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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暂时性”应理解为市价下跌是暂时的，是股市正

常的涨跌，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上升。“永久性”的涵义

应理解为市价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永远下跌，不会恢复

（其原因可能是公司经营不善，出现巨额亏损，或不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即将关、停、并转的企业等）。但事实

上这是很难预料的，可能会给实务操作带来很大困难，

但我们不能因为划分困难而放弃，应给出划分的标准。
随着我国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判断能力的增强，上述

问题将不难解决。

二、投资会计科目设置与会计信息揭示

会计科目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分类，会计科目设

置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因为

会计报表的各项目是根据会计科目汇总、整理出来的，

因此，科学设置会计科目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至关重

要。投资准则中设置“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核算短

期投资市价低于成本的损失，冲减“投资收益——短期

投资跌价准备”，并直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上。笔者认为“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是在期末编制会计

报表时计提的，是企业未实现的损失，由于短期投资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利，也很容易变现，因此姑且视为实

现，不然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把未实现的损益计入会计

报表，而现行会计核算的是已经发生的经济事项，遵循

“实现原则”。若要严格遵循并准确表达，可将“短期投

资跌价准备”改为“短期投资未实现跌价准备”，将“投

资收益——短期投资跌价准备”改为“短期投资未实现

跌价损失”，待短期投资出售时，将“短期投资未实现跌

价准备”转入“短期投资已实现跌价准备”，将“短期投

资未实现跌价损失”转入“短期投资已实现跌价损失”。
另外，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具有债权股权的

双重性质，将其归入长期债权投资，只反映债权的一

面，而未反映股权的一面，因此，可单独设置一级会计

科目进行核算。

三、投资前投资收益与投资后投资收益的划分

投资收益是投资企业获得的投资报酬，正确核算

投资收益有助于会计报表的使用者了解企业的收益构

成和获利水平。《准则》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法核

算，企业收到的投资收益要严格区分是被投资企业以

前年度的收益分配还是投资年度的收益分配，若收到

的是以前年度的收益分配，不作为投资收益，要冲减长

期股权投资；若收到的是投资年度收益的分配才能计

入投资收益，并按投资企业实际投资期限计算收益。
其根据是，在我国当年实现的盈余一般于下年度发放

利润或现金股利。这种规定似乎能准确界定投资企业

的投资收益，但在实务中被投资企业决定分配方案时，

通常情况下是有足够的累积盈余，其来源可能是以前

年度的累积盈余，也可能是当年的盈利，或兼而有之。
特殊情况下，投资企业在当年没有盈利的情况下，为了

保持其股票价格在证券市场上的表现，为以后顺利募

积资金等目的，用以前年度的累积盈余发放股利。即

使可以简单按被投资企业是否有未分配利润及其金额

来确定被投资企业发放的股利是投资前还是投资后，

但投资企业在出售投资后一年，若被投资企业继续分

派股利，投资企业是否要确认入账？准则中尚未提及。
例如：某公司于 1995 年购入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作

长期投资，于 1998 年出售。假定被投资企业在这三年

中均发放了现金股利，1995 年发放的是 1994 年的股

利，按《准则》规定，投资企业 1995 年收到的现金股利

不能作投资收益，而是冲减其长期股权投资。1996 年

发放的股利中（若能区分的话）有一部分是 1994 年的

未分配利润，一部分是 1995 年创造的利润。按《准则》

规定得分别按比例冲减长期股权投资和确认部分投资

收益。1997 年收到的股利是 1996 年创造的，作为投资

收益，若被投资企业 1998 年用 1997 年的盈利继续分

红，1997 年被投资企业实现的盈利中有一部分是投资

企业的投资所创造的。按《准则》规定类推的话，受益

人应是投资企业。但这时投资企业已将其投资出售，

显然投资企业不能确认该项投资收益。事实上，被投

资企业所做的股利分配，是难以区分究竟是哪一年创

造的，若被投资企业连续 5 年甚至更长时间未作利润

分配，投资企业在收到股利时需查找被投资公司多年

的账册才能确定，实在是一件繁琐的工作，若企业投资

多家公司，其工作量可想而知。在证券市场一家公司

股票价格除了受公司自身经营业绩的影响，还受市场

供求关系及其股票是否含权或除权的影响，通常情况

下含权的股票价格要高于不含权或除权的股票价格。
因此，企业为取得分配股利的资格已提前预付代价，投

资后收到的股利应不管何种情况，都确认为投资收益。
即长期股权投资在成本法核算下，凡是企业收到被投

资企业的利润或股利均作投资收益处理，除非企业减

少投资或遇市价出现永久性下跌，方可冲减长期股权

投资，这样就可避免投资企业出售长期股权投资后要

追溯反映的麻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会计 系  

大连市财政局会计中心 ）

责任编辑  王教育

更正：本刊 1999 年第 4 期第 16 页左下栏图中“《会计

学》”应为“《会计法》”；第 42 页上部“财协字”应为“财

税字”。第 47 页右下栏倒数第 12 行，3 月 20 日应为 2

月 20 日。特此更正，并向读者、作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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