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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F_AD_E6_9C_9F_E6_c74_544584.htm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经常会出现季节性的过剩现象。为了提高这部分暂时闲

置资金的利用率，企业会进行短期投资。短期投资流动性较

强，为了保证其安全、完整，企业应加强管理，及时正确核

算。现行《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投资》对短期

投资核算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说明，然而笔者通过分析发现，

这些规定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短期股票投资 对于购入的股

票，当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

时，《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这部分股利应当单独核算，不构

成短期投资成本；《企业会计准则-投资》规定作为应收项目

（应收股利）单独核算，《〈企业会计准则-投资〉指南》进

一步解释说，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而尚未领取的

现金股利，是进行短期股票投资时支付的价款中所垫付的、

被投资单位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不构成投资成本

。 笔者认为，所谓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领

取的现金股利，应在短期投资账户中直接核算。 股份有限公

司从宣告股利（本文特指现金股利）分配方案到向股东支付

股利有一个过程，涉及四个日期：股利宣告日、股权登记日

、除息日和股利支付日。在股利宣告日，公司董事会将每股

支付的股利、股权登记期限、除去股息的日期和股利支付日

期予以公告。虽然公司宣布有利润可供分配并准备予以实施

时，一般的解释是持有该公司股票就享有分红派息的权利（

该股票也被称为含权股），但实际上只有在股权登记日（严



格说是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时）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有名的股

东，才有权分享股利。 进行股权登记后，在除息日前，持有

股票者享有领取股利的权利；而除息日开始，股利权与股票

分离，再购买股票的股东将不再享有分红派息的权利。除息

在股权登记日的收盘后进行，在除息日，证券交易所计算出

股票的除息（股权登记日收益价减去每股股票应分得的股利

）作为除息日的开盘价，而股利的支付则是通过计算机交易

系统自动进入投资者的账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在

股权登记日（结束）至除息日（开盘）前购得的股票，购买

股票的价款中才含有“已宣告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但

除息是在股权登记日收盘后、除息日开盘前进行的，而股权

登记日、除息日都是相连的两个交易日-或日期相连，或中间

为节假日休市，或中间停牌交易，中间不可能有交易发生。

所以，短期股票投资中不存在“已到股权登记日而尚未到除

息日的现金股利”问题。 有一种解释，股利宣告日后获得的

股票已经是含权股，持有该股票就享有分红派息的权利，所

以投资者在股利宣告日至股权登记日之间购得股票的，股票

中即含有从属于股票的股利。但按这样的解释，对投资者来

说，股利宣告日与股权登记日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其实，即

使按上述解释，也不应把支付的价款中包含的股利作为应收

股利核算。原因如下： 1、对于股票购买者来说，无论是在

股利宣告日前购买还是在股利宣告日后购买，只要最后收回

投资的方式一样，那么核算就应当一样。如果宣告日前会计

核算分录为“借：短期投资；贷：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

金）”，宣告日后会计核算分录为“借：短期投资，应收股

利；贷：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金）”，则显然不符合这



一判断。再从投资收益率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股利宣告日

前购买还是在股利宣告日后投资，只要开始投入资金和最后

收回资金一样多，投资收益率就都一样。如果把股利记入“

应收股利”，则股利宣告日后的投资成本变小而投资收益额

不变，投资收益率（损失率）变大（小）。 2、当把股利记

入“应收股利”时，如果在除息日前出售股票，则核算复杂

化，不符合尽量简化会计核算的原则；如果在除息日后出售

，在尚未收到股利时就把这种可能的收益列为投资收益，则

不符合谨慎性原则。实际的短期股票投资远没有现行规定考

虑的这样复杂，在满足会计核算真实性的基础上核算方法应

尽量从简，便于会计人员掌握，但把股利记入“应收股利”

不符合这一要求。 3、记入“应收股利”没有原始凭证作证

明，只能以摘要的形式作文字性说明，缺乏原始证据，甚至

还会存在已过宣告日但投资者并不知道的情形。 二、短期债

券投资 在购入债券（包括国库券和企业或公司债券，下同）

实际支付的价款中包含已到付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时

，《企业会计制度》规定应当单独核算（记入“应收利息”

）。应强调的是，这里已到付息期的“期”，指的是已到付

息的“日期”而非付息的“期间”。 债券可分为到期一次还

本付息债券和分期付息债券。如果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

，则购买债券时尚未到付息日的利息不存在“应收利息”问

题。如果购买的分期付息债券尚未到付息日，则也不会存在

“应收利息”问题。企业进行短期债券投资，一般都是在二

级市场购买。如果从一级市场购入，则同样不存在已到付息

日而尚未支付利息的问题。 企业从二级市场购入的已到付息

日的债券又分为记账式债券和无记名债券，无记名债券又有



已办理托管债券和实物债券之分。如果从二级市场购买的分

期付息债券是记账式债券（或已办理托管的无记名债券）且

已到付息日但尚未领取利息，那么这部分利息如何处理呢？

支付的债券利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和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在证券公司营业部开

设的资金账户，再由营业部将资金自动记入该投资者的资金

账户，当然从付息日起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类似于股票的

股利分配，分期付息债券在每一个付息期也都有相应的债权

登记日、除息日、支付日。在付息日前，发行债券的单位或

证券交易所都会公布这几个日期。凡债权登记日当日闭市时

持有债券的投资者，就是利息的最终所有者。举例来说：当

交易交割日为债权登记日时，如日终前已完成过户，则债券

利息归买入方，但如果过户失败，则债券利息仍归卖出方；

当交易交割日在债权登记日后（如付息日）时，债券利息归

卖出方，因为在债权登记日债券还未办理过户。在除息之前

，领取利息的权利从属于债券持有者；除息日开始，领取利

息的权利与债券相分离，再购买债券的投资者将不再享有领

取利息的权利。 同样，债权登记日是付息日前的一个交易日

，而且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之间的时间，要么是节假日休市

，要么规定停牌交易。由于除息都是在债权登记日的收盘后

进行，而且宣布的除息日都是债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除息日的债券交易价格除息价就是债权登记日收盘价减去

应领取的利息。根据上述分析，在债权登记日前购买的债券

不到付息日，在除息日以后购买的债券又没有收取利息的权

利，所以购买的记账式债券或已办理托管的无记名分期付息

债券不存在“应收利息”问题。 当从二级市场购入的已到付



息日无记名分期付息债券为实物债券（企业一般很少进行这

类投资）时，由于持有无记名债券（现券实物）的投资者是

到银行、邮政系统储蓄网点和财政国债中介机构办理，或实

行交易场所场内兑付利息，而利息的兑付是在债券付息日后

的一段时间进行，即使在此期限内没有兑付，以后也可以继

续兑付（一般都是常年兑付），所以可能包含有卖出方尚未

兑付领取的利息。这时所包含的利息按规定应记入“应收利

息”，实际上这部分利息也应在短期投资账户中核算。原因

如下： 1、如果记入“应收利息”，那么在转让前收到利息

或尚未收到利息就转让的，都应冲减原记入“应收利息”的

数额；如果记入“短期投资”，那么在转让前收到利息或收

到利息前转让的，都应冲减短期投资成本。这对投资收益的

大小都没有影响。但把到付息日的利息记入“应收利息”，

特别是在收取利息前出售，则会使会计核算复杂化，将其计

入投资成本则简化了会计核算。 2、对于债券购买者来说，

是在付息日前购买还是在付息日后购买，只要最后收款的方

式和金额一样，那么核算就应当一样。 3、把已到期但尚未

领取的利息记入“应收利息”可能会影响短期债券投资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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