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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0/2021_2022__E8_B5_84_E6

_9C_AC_E5_85_AC_E7_c44_70719.htm 在企业所有者权益项目

中，资本公积的核算是现行会计制度变化最频繁的内容，主

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设置了八个资本公积明细科

目；第二，资本公积准备明细科目不能直接转增实收资本；

第三，将债务重组收益计入了资本公积项目；第四，对关联

方交易的价格作了严格的限定。对于以上资本公积核算的变

化，现行的会计制度并没有对其变化的原因和对企业财务的

影响结果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本文主要从财务管理的角

度谈一些个人的意见。 一、资本公积的属性 资本公积通常是

投资者或者其他人投入到企业超过法定资本部分的资金，其

所有权属于投资者，与实收资本和盈余公积项目有很大的区

别。 资本公积与实收资本的区别：实收资本明确了投资的主

体，是投资者对企业实施控制权和盈余分配的基础，实收资

本总量和结构的增减变化，涉及到投资者的根本利益，影响

到企业的经营方针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其增加或减少必须受

到严格的法律限制。资本公积是所有者共同的权益，它在未

转成实收资本前，并未明确具体的投资主体，不能参与企业

的控制权和盈余分配。资本公积伴随着投资产生，对于上市

公司而言，主要由溢价收入形成，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发行股

票的价格普遍偏高，股东向上市公司注入了大量的资金，真

正属于自己的权益只是按面值计算的部分，大量的溢价收入

形成资本公积，在“内部人”控制的前提下，就等于是管理

者无偿取得和使用股东资金，这与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



约束、激励机制是相矛盾的，是对股东权益的侵害。 资本公

积与盈余公积的区别：盈余公积是从企业的利润转化而来，

它是企业经营活动积累的结果，为了防止企业超额分配，有

关制度对盈余公积的提取规定了下限。 盈余公积通常是和企

业的盈利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对股东和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直接反映了股东投入资本增值的能力，反映了企业经营

活动的质量，是管理者对企业和股东的贡献。资本公积主要

伴随着投资产生，反映了企业的规模，是投资者对企业的贡

献。盈余公积和资本公积的主要用途是转增资本，但要受到

各方面的限制。 二、资本公积明细科目的设置 现行的会计制

度在资本公积科目下，设置了八个明细科目，每一个明细科

目都代表了资本公积的特定来源，反映了企业投资方式的多

元化。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明细科目值得商榷：一是“股

权投资准备”明细科目；二是“资产评估增值准备（现行制

度中没有设立）”明细科目。“股权投资准备”明细科目反

映了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

因被投资单位接受资产捐赠等原因造成的被投资企业资本公

积的增加，投资企业按持股比例计算的、未转入“其他资本

公积”明细科目前所形成的股权投资准备。设置该科目的目

的就是将被投资企业所有者权益的增减变化，在投资企业的

账面上得以反映，通过投资企业的账面记录，能够体现投资

企业对被投资企业的股权的比例和控制关系。我们认为没有

必要设置“股权投资准备”明细科目，现由如下：第一，权

益法核算下，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作为资产列示，

只是反映了对被投资企业的投资额，它与被投资企业的所有

者权益项目之间本身就不存在金额的对应关系（尤其是在二



级资本市场上投资），如甲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购入乙公司股

票10000股，占乙公司发行股票的30％，购入价格为每股20元

，甲公司长期投资账面上反映为20000元，乙公司账面上只反

映甲公司的权益为10000元（按面值反映），从甲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账面上，无法反映对乙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即使通

过资本公积（股权投资准备）调整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也无法反映这种控制关系。在实际中，还可能造成投资企

业空调账，虚增资产、权益或收益；第二，投资企业和被投

资企业分属不同的会计主体，由于受时间或空间等因素的限

制，投资企业并不能随时掌握被投资企业的资本公积的增减

变化，从而不能保证投资企业及时进行账务处理；第三，“

股权投资准备”明细科目的设立，人为增加了权益法会计核

算的难度，会计人员难以理解和掌握。 对于“资产评估增值

准备”明细科目，现行的会计制度取消了该明细科目，主要

原因是由于新的债务重组准则和非货币性交易准则取消了公

允价值入账，对这类业务不涉及到资产评估，准则在讲解中

，回避了所有的资产评估业务。但从资产评估的条件来看，

凡是涉及到投资者权益增减变化的业务，大都要进行资产评

估，如固定资产的投资业务，投资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投

出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评估

价值入账。因此，现行的会计制度中，应该保留“资产评估

增值准备”明细科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