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一）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投资成本”明细科目运用两步走：

第一步：【回顾】确认初始投资成本

第二步：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

①初始投资成本＞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教材原文】该部分差额是投资方在取得投资过程中通过作价体现出的与所取得股权份额相对应的商誉价值，

这种情况下不要求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进行调整。

②初始投资成本＜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教材原文】两者之间的差额体现为双方在交易作价过程中转让方的让步，该部分经济利益的流入应计入取

得投资当期的营业外收入，同时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贷：营业外收入

【例 5-6 改编】A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 日取得 B 公司 30%的股权，支付价款 3000 万元，另外发生手续费 500
万元。

情形 1：当日 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11000 万元

情形 2：当日 B 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12000 万元

【解析】情形 1：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3500

贷：银行存款 3500
初始投资成本 3500 万元＞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11000╳30%=3300 万元）

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

【解析】情形 2：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3500

贷：银行存款 3500
初始投资成本 3500 万元＞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12000╳30%=3600 万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00
贷：营业外收入 100



（二）投资损益的确认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确认应享有（或分担）被投资单位的净利润（或净亏损）。

【案例】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30%的股份，采用权益法核算， 2021 年 12 月 31 日投资的账面价值 200 万元。

取得投资时，乙公司所有者权益的账面价值与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相同，不存在内部交易，双方采用的

会计政策、会计期间相同。

【提示】超额亏损的处理

权益法下，投资方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损失，原则上应以长期股权投资及其他实质上构成对被投资

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投资方负有承担额外损失义务的除外。

投资方在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损失时，应按照以下顺序处理：

【提示】被投资单位在以后期间实现净利润或其他综合收益增加净额时，投资方应当按照以前确认或登记有

关投资净损失时的相反顺序进行会计处理，即依次减记未确认投资净损失金额、恢复其他长期权益和恢复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投资方还应当重新复核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例题】甲公司持有 A 公司 30%的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2021 年 12 月 31 日投资的账面价值

为 1500 万元。

投资成本借方 损益调整借方 其他综合收益借方 其他权益变动借方

1000 万 200 万 250 万 50 万

A 公司 2021 年发生净亏损 6000 万元。甲公司账上有应收 A 公司长期应收款 200 万元（符合长期权益的条件），

假定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资产公允价值等于账面价值，双方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期间相同，甲公司

与 A 公司之间未发生内部商品交易。

2021 年度甲公司应分担亏损的金额=6000×30%=1800 万元

借：投资收益 17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成本 1000

—损益调整 200
—其他综合收益 250



—其他权益变动 50
长期应收款 200

2021 年度甲公司应分担亏损的金额=6000×30%=1800 万元

借：投资收益 17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500

长期应收款 200
还有 100 万损失仍不足弥补：备查登记，不予确认

2021 年度甲公司应分担亏损的金额=6000×30%=1800 万元

借：投资收益 17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1500

长期应收款 200
还有 100 万损失仍不足弥补：备查登记，不予确认

【例题延伸】2022 年 A 公司实现净利润 2000 万元。

2022 年度甲公司应享有的份额=2000×30%=600 万元

扣除备查簿登记的损失 100 万后： 200
借：长期应收款 （倒挤）300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500
贷：投资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