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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和库存股各表示什么意思；关于“库存股”这个科目
详细解释-股识吧

一、请问库存股票是什么意思？

库存股是用来核算企业收购的尚未转让或注销的本公司股份金额。
是权益类科目。
它的特性和未发行的股票类似，没有投票权或是分配股利的权利，而公司解散时也
不能变现。
按照通常的财务理论，库存股亦称库藏股，是指由公司购回而没有注销、并由该公
司持有的已发行股份。
库存股在回购后并不注销，而由公司自己持有，在适当的时机再向市场出售或用于
对员工的激励。
简单的说，就是公司将已经发行出去的股票，从市场中买回，存放于公司，而尚未
再出售或是注销。
它的特性和未发行的股票类似，没有投票权或是分配股利的权利，而公司解散时也
不能变现。

二、会计中什么是库存股，借贷表示什么，增加还是减少

1，会计中的库存股是指已经认购缴款，由发行公司通过购入、赠予或其他方式重
新获得，可供再行出售或注销之用的股票。
这种股票既不分配股利，又不附投票权，一般只限于优先股，并且必须存入公司的
金库。
2，库存股的借贷会计科目如下：
在新的会计准则里，“库存股”属“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借记表示减少，贷记表示增加。
3，具体的会计分录如下：
1、回购价低于面值：库存股的成本=每股回购价*股票数额 借：库存股 贷：现金
借：股本 贷：库存股 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回购价高于面值：库存股的成本=每股回购价*股票数额 借：库存股 贷：现金
借：股本 借：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贷：库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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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存股和股本是一个意思么

库存股（Treasury Stock)是指已经认购缴款，由发行公司通过购入、赠予或其他方
式重新获得本公司已发行的，可供再行出售或注销之用的股票。
库存股在回购后并不注销，而由公司自己持有。
企业应设置“库存股”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业收购、转让或注销的本公司股份金额。
库存股股票既不分配股利，又不附投票权，一般只限于优先股，并且必须存入公司
的金库。
股本（Capital Stock)，亦作股份；
股份资本，是经公司章程授权、代表公司所有权的全部股份，既包括普通股也包括
优先股，为构成公司股东权益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
股本的大小会随着送股和配股而增加，但市价不会改变，这是由于送配股后除权的
原因。
从会计实务核算的角度来说，股本就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实收资本。

四、库存股是什么科目

库存股不是一级科目。
库存股在一级科目“实收资本”或“股本”科目下面核算，属于“所有者权益类”
科目⑴库存股，是指由公司购回而没有注销、并由该公司持有的已发行股份。
库存股在回购后并不注销，而由公司自己持有。
企业应设置“库存股”科目，。
本科目核算企业收购、转让或注销的本公司股份金额。
⑵库存股的主要账务处理。
①企业为减少注册资本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按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②企业为奖励本公司职工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按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
，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同时做备查登记。
③企业将收购的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如有实际收到
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根据职工获取奖励股份的实际情况确定的金额
，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按奖励库存股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
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④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有异议而要求企业收购本公司股
份的，企业应按实际支付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银行存款”等科目。
⑤转让库存股，应按实际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等科目，按转让库存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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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贷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
为借方差额的，借记“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科目，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应借
记“盈余公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
⑥注销库存股，应按股票面值和注销股数计算的股票面值总额，借记“股本”科目
，按注销库存股的账面余额，贷记本科目，按其差额，借记“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科目，股本溢价不足冲减的，应借记“盈余公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
润”科目。
⑶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企业持有尚未转让或注销的本公司股份金额。

五、

六、库存股票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你好，很高兴为您解答！ 库存股票&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nbsp；
由发行公司通过受赠、购买或其他方式重新获得、可供再售或取消的全额付讫的股
票。
&nbsp；
CMA认证能帮助持证者职业发展，保持高水准的职业道德要求，站在财务战略咨
询师的角度进行企业分析决策，推动企业业绩发展，并在企业战略决策过程中担任
重要的角色。
希望我的回答能帮助您解决问题，如您满意，请采纳为最佳答案哟。
再次感谢您的提问，更多财会问题欢迎提交给高顿企业知道。
高顿祝您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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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库存股是什么意思？

库存股是指已经认购缴款，由发行公司通过购入、赠予或其他方式重新获得，可供
再行出售或注销之用的股票。
简介： 库存股是公司收回已发行的但尚未注销的股票，根据我国的制度规定，库
存股在一段时间内必须注销，因此库存股具有以下特点。
(一)库存股不是公司的一项资产，而是股东权益的减项。
这是因为：首先，股票是股东对公司净资产要求权的证明，而库存股不能使公司成
为自己的股东、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否则会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
其次，资产不可注销，而库存股可注销；
最后，在公司清算时，资产可变现而后分给股东，但库存股票却并无价值。
正因为如此，西方各国都普遍规定：公司收购股份的成本，不得高于留存收益或留
存收益与资本公积之和；
同时把留存收益中相当于收购库存股本的那部分，限制用来分配股利，以免侵蚀法
定资本的完整。
这种限制只有在再次发行或注销库存股票时方可取消。
(二)由于库存股不是公司的一项资产，故而再次发行库存股所产生的收入与取得时
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不会引起公司损益的变化，而是引起公司股东权益的增加或
减少。
(三)库存股票既非资产又无股东，故而库存股的权力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它不
具有股利的分派权、表决权、优先认购权、分派剩余财产权等。
(四)库存股会影响到公司的股价、资本结构、公司形象等多方面，故而要在财务报
表上慎重的予以表达。

八、关于“库存股”这个科目详细解释

按照通常的财务理论，库存股亦称库存藏股，是指由公司购回而没有注销、并由该
公司持有的已发行的股份。
库存股收藏后并不注销，而由公司自己持有，在适当的时机再向市场出售或用于对
员工的激励。
简单地说，库存股就是公司将已经发行出去的股票，从市场中买回，存放于公司，
而尚未再出售或是注销。
它的特性和未发行的股票类似，没有投票权或是分配股利的权利，而公司解散时也
不能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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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股是上市公司为了回购股份且用于减资时设置的，属于所有者权益科目，是一
级科目， 借方为回购时发生的，应该是 借：库存股 贷：银行存款
贷方为注销股份达到减资的目的 借：股本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贷：库存股

参考文档

下载：股本和库存股各表示什么意思.pdf
《买到手股票多久可以卖》
《股票涨幅过大停牌核查一般要多久》
《股票抽签多久确定中签》
《股票放多久才能过期》
下载：股本和库存股各表示什么意思.doc
更多关于《股本和库存股各表示什么意思》的文档...

  
声明：
本文来自网络，不代表
【股识吧】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store/42610928.html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页面 5 / 5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store/42610928.html&n=股本和库存股各表示什么意思.pdf
/subject/9140.html
/chapter/9338.html
/store/9493.html
/author/9551.html
/neirong/TCPDF/examples/output.php?c=/store/42610928.html&n=股本和库存股各表示什么意思.doc
https://www.baidu.com/s?wd=%E8%82%A1%E6%9C%AC%E5%92%8C%E5%BA%93%E5%AD%98%E8%82%A1%E5%90%84%E8%A1%A8%E7%A4%BA%E4%BB%80%E4%B9%88%E6%84%8F%E6%80%9D
https://www.gupiaozhishiba.com/store/42610928.html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