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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付款如何转换成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如何进行长期
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股识吧

一、如何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1.甲持有乙60%的股份，出售20%，也就是出售1/3，9000*1/3=3000 2.自处置投资当
期起初至处置投资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位累计实现的净利润相对于剩余持股比例的
部分调整留存收益 减资成本法转权益法具体会计处理：
1.按处置投资比例确认投资收益 2.比较剩余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剩余持股比例
计算原持有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属于投资作价
中体现的商誉部分，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属于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同时，调整留
存收益。
3.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转变为权益法核算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中享有的
份额，一方面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对于原取得投资时至处置投资当
期起初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中享有的份额，调整留存收益，对于处置投资当期
起初至处置投资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中享有的份额，调整当期损益
，属于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调整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二、注册会计师-会计-长期股权投资-
金融资产转为长期股权投资

选B吧、因为取得了控制权、要采用成本法核算、持有期间不调整公允价值变动、
按账面价值确认。

三、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A、将长期股权投资自成本法转按权益法核算的，应按转换时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作为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正确，成本法与权益法初始投资成本是一样的，都是初始付出的代价

                                                  页面 1 / 4



股识吧    gupiaozhishiba.com
 

四、关于中级会计实务，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和权益法之间互
相转换，请问有没有简单明了的方法啊

1.(此分录我觉得有问题：资本公积不应该是70，而应该是50，因为*10%
2022年5月1日分派的现金股利当时就应该是处理成：借：应收股利 200*10% 贷：投
资收益了，现在书上这样处理相当于把这分派的现金股利既计入了投资收益，又计
入了资本公积.我这样分析对吗?)2.此分录我觉得有问题：教材上根本就没有提到要
冲减的问题啊?1.首先，权益法收到的股利，借：应收股利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其次（7500-6000）-1000-200}*10%的处理是，投资后被投资单位留存收益和净利润
增加部分80万元。
这80里，其中10年的利润为70，计提7的盈余公积（要结转以前年度净收益），未
分配利润63；
11年投资收益10。
2.首先当付出成本大于所占比例净资产公允时，差额形成商誉。
当付出成本小于所占比例净资产公允时，差额形成当期损益。
长期股权投资是一项资产，我们应当综合考虑。
付出的成本与公允的差额来确定他们之间的差额到底是商誉还是当期损益。

五、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转权益法，分录

2022.1.1 借： 长期股权投资 500 贷：银行存款 5002022.1.1 借：长期股权投资 700
贷：银行存款 7001.4000*0.1=400&lt；
500 作为商誉100，6000*0.15=900&gt；
700 需要确定 营业外收入200 但是其中包含100的商誉 所以综合考虑 营业外收入
100借：长期股权投资 100 贷：营业外收益 1002.
对于原持股比例公允价值变动（6000-4000）*0.1=200 其中需要调整的留存收益
1500*0.1=150但是其中包含了宣告发放现金股利200*0.1=20万 所以 损益调整
150-20=130借：长期股权投资 2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70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117 盈余公积 13另外 对于2022年宣告的发放的现金股利要进行追溯调整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8 盈余公积 2 贷：长期股权投资 20 （以上个人认为
，仅供参考）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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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怎么处理？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及处置 一、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一)成本法转权益法 成本法转为权益法时，应以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作为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初始投资成本。
1、原持有的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在活跃市场中没有
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追加投资导致持股比例上升，能
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的，应该区别原持有的部分和新增的
部分分别处理： (1)原持有的账面余额与按照原持股比例计算确定的应享有原取得
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属于通过投资作价体现
的商誉，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属于原取得投资时因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
差额，一方面应该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调增留存收益。
(2)新取得的股权部分，比较新增投资的成本与取得该部分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其中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
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应调整增加长期股
权投资的成本，同时计入取得当期的营业外收入。
(3)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新取得投资的交易日之间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的部分，属于在此期间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中应享
有的份额，一方面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对于原取得投资时至新增
投资当期期初按照原持股比例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应调整留存收益，
对于新增投资当期期初至新增投资交易日之间应享有被投资单位的净损益，应计入
当期损益，属于其他原因导致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中应享有的
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同时，应当计入“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2、因处置投资导致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能力由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响或与其他投
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情况下，首先应按处置或收回投资的比例结转应终止确认
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在此基础上，应当比较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与按照剩余持股比例计算原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属于投资作价中体现的商誉部分
，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属于投资成本小于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在调
整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同时，应调整留存收益。
对于原取得投资后至转变为权益法核算之间被投资单位实现净损益中应享有的份额
，一方面应当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调整留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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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原因导致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中应享有的份额，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的同时，应当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二)权益法转成本法 1、因追加投资原因导致原持有的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投
资转变为对子公司投资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调整应该按相关规定处理。
2、除此之外，因减少投资导致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由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的，应
以转换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作为按照成本法核算的基础。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企业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应相应结转与所售股权相对
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出售所得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
差额，应确认为处置损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原计入资本公积中的金额，在处置时应进行结转
，将与所出售股权相对应的部分在处置时自资本公积转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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