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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支付价款中包含的现金股利或

应收利息会计处理的思考
武献杰■

摘  要： 针对《初级会计实务》教材中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
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应收利息会计处理问题，本文指出, 不单独确认应收项目而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成

本的处理方法没有法律依据; 收到股利或利息时确认投资收益会虚增企业利润，增加企业税负；不论是企业取得属

于流动资产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取得属于非流动资产的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均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

项目。

关键词： 已宣告现金股利；已到付息期债券利息；应收项目；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2018年《初级会计实务》教材中，

认为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

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

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

券利息，不应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而应当构成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投资成

本。这一会计处理方法存在诸多疑点，

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并就此经

济业务提出处理方法建议。

一、案例介绍

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是指企业

为了近期内出售而持有的债券投资、

股票投资、基金投资等金融资产。2018

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

教材《初级会计实务》中，企业取得交

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价款中包含了已

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

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的，不应

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而应当构成交

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入账金额。

在《初级会计实务》教材 [例 2-30]

中，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

发放的现金股利 600  000 元，借记 ：

“交易性金融资产—— A上市公司股

票—— 成本”600  000元，贷记 ：“其他

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款”600 000元；

而在 [例 2-31]中，收到该现金股利时，

却借记 ：“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

款”600  000元，贷记 ：“投资收益—— 

A上市公司股票”600 000元。

二、引发的思考

将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

付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

现金股利，不单独确认为应收股利，

而计入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当收到

现金股利时又计入投资收益。这一会

计处理方法存在以下诸多疑点：

1.不单独确认应收项目而计入交

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的处理方法没有法

律依据

《初级会计实务》教材的做法是依

据财政部 2017 年 3月 31日新修订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 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第

三十三条，即 ：“企业初始确认金融资

产或金融负债，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

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相关交易费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和金融

负债，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计入初始确

认金额”。但财会 [2017]7 号文并没有

对“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

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

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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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利息，应当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这

一规定做出修订。为解决此问题，笔

者查阅了近期政策，除财会 [2017]7号

文外，并没有其他有关《企业会计准则

第22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修订政策。

2.不单独确认应收项目的处理方

法不但不能简化处理反而让人费解

《初级会计实务》教材做法的初

衷，可能是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本身

持有时间比较短，企业取得交易性金

融资产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

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

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不单独设置一

个应收项目账户，而直接计入交易性

金融资产成本账户，做了简化处理。

但既然已经宣告或者已到付息期，很

快就会收到，收到时又要冲减交易性

金融资产成本，反而更让人费解。

企业投资时以交易为目的，即投

资者的意图是准备在短期内将该项投

资出售，这时方能将该金融资产分类

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事实未必

和希望的一样能够按时将该项投资出

售或者投资后投资者改变意图打算长

时间持有该项投资，这时被投资企业

宣告股利，或者债券利息到期的核算

还得开设“应收股利”或者“应收利息”

账户。那么此前不单独确认为应收项

目，而是简化计入投资成本的做法就

失去了意义。

3.不单独确认应收项目的处理方

法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混乱

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

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

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

券利息，是投资企业代被投资企业垫

支给上一家投资者的款项，很快就能

收回，不是投资的成本而计入投资成

本的处理方法存在问题。对于持有至

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

权投资，取得投资时所支付的价款中

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

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同样是购买股票

或者债券投资，只是由于投资者当时

的意图，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

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还是

长期股权投资，其支付的价款中包含

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

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的账务

处理却不相同，反映出理论的混乱。

4.收到股利或利息时确认投资收

益会虚增企业利润

在例 [2-31] 中，收到该现金股利

时又计入了投资收益，影响了投资企

业当期损益。这一问题得到了教材作

者的更正，应为：企业在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的期间，当被投资企业企业

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时，或在资产负债

表日按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投资

的票面利率计算利息收入时，借记“应

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贷记“投

资收益”科目。实际收到上述现金股利

或债券利息时，借记“其他货币资金”

科目，贷记“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

科目。

如果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

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发放

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

的债券利息，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就不会出现借记“其他货币资金”科

目，贷记“投资收益”科目的错误。另

外，由于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所支付

的该应收款项是代被投资企业支付给

上一家投资者的投资收益，而不是投

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否则两家企业就

同一项收益均作投资收益处理，也会

造成双重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

从而增加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

三、建议

笔者认为，不论是企业取得属于

流动资产的交易性金融资产，还是取

得属于非流动资产的持有至到期投

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

资，所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

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

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均应当单独确认

为应收项目。即：企业取得交易性金

融资产时，按其公允价值，借记“交易

性金融资产—— 成本”科目，按发生的

交易费用，借记“投资收益”“应交税

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

按支付的价款中所包含的已宣告但尚

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已到付息期但尚

未领取的债券利息，借记“应收股利”

或“应收利息”科目，按实际支付的金

额，贷记“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

款”科目。收到上述现金股利或债券

利息，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其他

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款”科目，贷记

“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科目。

案例正确的做法应是，企业取得交

易性金融资产时，支付价款中包含的已

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600 000元，

借记：“应收股利—— A上市公司”600 000

元，贷记：“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

资款”600 000元；收到该现金股利时，

借记 ：“其他货币资金—— 存出投资

款”600 000元，贷记：“应收股利—— A

上市公司”600 000元。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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