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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D_83_E6_8A_95_E8_c74_540573.htm 一、股权投资差额摊

销时的所得税会计处理 （一）相关规定。财政部2003年5月8

日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有关问题

解答（二）》第11条对《企业会计制度》第2章第22条第4款

进行了修订：“企业以非现金资产对外投资，应按非货币性

交易的原则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采用权益

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与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所有者权益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分别情

况进行会计处理：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

者权益份额的差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单位（股权投

资差额）”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投资成本

）”科目，形成股权投资差额的借方余额，并按规定的期限

摊销计入损益；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

权益份额的差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单位（投资成本

）”科目，贷记“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科目。“因此，

企业在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时，初始投资成本大于应享有被

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确认为股权投资差额，并

按规定的期限摊销计入损益；初始投资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不再确认为股权投资差额，

也小再摊销计入损益，而是一次性计入资本公积。” 按照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会计准则问题

解答（三） 财会[2003]29号文件，企业对于按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应按以下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及纳税调整，按照



税法规定“企业为取得另一企业的的股权支付的全部代价，

属股权投资支出，不得计入投资企业的当期费用，不论长期

股权投资支出大于或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

之间的差额，均不得通过折旧或摊销方式分期计入投资企业

的费用或收益。”的规定，不确认任何由于长期股权投资的

公允价值与按持股比例计算的占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

不同而产生的股权投资差额。 因此，如果初始投资成本大于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会计上确认为股

权投资差额，并按规定的期限摊销计入损益，而税法上却不

确认为股权投资差额，更不得摊销计入损益，这样，会计上

在进行摊销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时间性差异；如果初始投资

成本小于应享有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差额，会计上

不再确认为股权投资差额，也不再摊销计入损益，而是一次

性计入资本公积，税法上也不确认为股权投资差额，两者处

理是一致的，不存在时间性差异。 （二）纳税调整金额。纳

税调整金额为当期股权投资差额的摊销额；股权投资差额的

借方余额按照会计规定摊销期间，应在企业利润总额的基础

上加上当期摊销额，作为当期应纳所得额。即： 应纳税所得

额＝利润总额＋摊销额（即纳税调整金额） （三）所得税会

计处理。若企业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所得税的，应按上述方

法计算出的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现行所得税税率计算出

应交所得税额，借记“所得税”科目，贷记“应交税金应交

所得税”科目；若企业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核算所得税的，

应按当期股权投资差额摊销额乘以所得税率，借记“递延税

款”科目，按上述方法计算出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计

算出应交所得税额，贷记“应交税金应交所得税”科目，两



者之差，借记“所得税”科目。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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