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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会计准则体系逐步健全，明确了初始计量与后续处理规范，并积极与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接轨。会计准则的演进推动了权益性投资分类与计量原则的优化。当前，我国权益性投

资主要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和“三无”类投资，受不同会计准则规制。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长期股权投资

和“三无”类投资的会计规则发展，阐述其分类、计量原则及不同会计准则下的会计处理。长期股权投

资会计规则经历了从简单粗放到复杂精细的转变，要求准确反映投资成本和收益，深度剖析投资关系并

合理计量。而“三无”类投资作为特殊复杂的权益性投资，其会计规则制定充分考虑了市场特性和经济

实质，旨在保障投资者利益，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可比性。 
 
关键词 

权益性投资，长期股权投资，“三无”类投资，初始计量，后续计量 
 

 

Research on Different Accounting 
Treatment of Equity Investment in China 

Man Liu 
School of Busines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Received: Dec. 1st, 2024; accepted: Dec. 17th, 2024; published: Jan. 27th, 2025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accounting standards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It has clearly defined the initial measurement and subsequent treatment norms, 
and actively integrat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The evolution of ac-
counting standards promotes the optimiz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principles of eq-
uity investment. At present, equity investment in our country is mainly divided into long-term eq-
uity investment and “Three-nothing” investment, regulated by differ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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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rules for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and 
“Three-nothing” investment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xpound its classification, measurement 
principles and accounting treatment under different accounting standards. The accounting rules of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have changed from simple and extensive to complex and fine, which 
requires accurate reflection of investment cost and income, in-depth analysis of investment rela-
tions and reasonable measurement. As a special and complicated equity investment, the accounting 
rules of “Three-nothing” investment take the market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essence into ac-
count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investors and enhance the transparency and comparability of ac-
count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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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权益性投资作为企业获取其他经济实体权益份额或净资产的重要投资活动，其会计处理一直备受关

注。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将权益性投资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和权益性金融资产两大类，并分别通过《企业会

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CAS2)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CAS22)
进行规范。与国际准则相比，我国在权益性投资的分类和会计处理上既存在趋同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 

2. 权益性投资国际分类标准的演进 

2.1. 长期股权投资的分类标准演进 

美国证交会于 1940 年开始首次提出上市公司应当提交合并报表，从而为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规范化

管理提供了依据。随后，美国会计标准委员会于 1950 年发布《会计研究公报第 40 号——企业合并》，

其中明确以持有子公司 50%以上的股权作为获取控制权的主要标准，这一标准在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

超过 50%的判定准则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长期股本投资的第一个经济学边界。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在 1971
年发布了《意见书第 18 号》，进一步细化了对持股比例的判断标准，提出 20%的持股比例可作为对重大

影响的衡量标准，是所谓的第二条经济界限。与此同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也在积极推动权益性投资

的分类与规范。1983 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 22 号——企业合并》。新准则中

明确规定，以 50%投票权衡量子公司。1989 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又颁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 28 号

——联营和合营企业中的投资》，这一次，该准则将 20%的股份持有率确定为对合资公司或合资企业的

投资的判定[1]。 

2.2. “三无”类投资的分类标准演进 

在“三无”类投资发展的初期，分类主要基于流动性或变现性标准。1975 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

会发布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2 号——特定有价证券的会计处理》和 1986 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发

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25 号——投资会计》均采用了这种简化的分类方法。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

1993 年颁布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 115 号——特定债务和权益证券投资的会计处理》，以代替 FA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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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无”投资按其是否具有流动性、是否符合管理层意愿等不同类别划分为交易性和可供出售两种类

型，从而解决了仅确认减值而未反映增值的问题。1998 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采用该模型。国际会计准

则理事会于 2009 年 11 月颁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摒弃了按照管理目的进行

分类的做法，将“三无”类投资按照经营方式划分为 FVTPL 和 FVOCI[1]。 

3. 我国权益性投资会计准则与国际趋同的演进 

我国为了深化权益性投资的确认与计量规范，借鉴国际上相关做法，推动会计准则与国际标准的趋

同。2006 年之前，我国通过《企业会计准则——投资》对权益性投资进行分类管理，明确划分为长期股

权投资和短期投资两大类别。2006 年，是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变革的关键节点，原《企业会计准则》中关

于投资的准则内容，经历了精细化调整，被进一步细分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与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两项具体准则。新会计准则体系在会计目标、计量属

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方面都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了高度一致。特别是在权益性投资的分类和计量上，

新会计准则体系引入了经济实质原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相契合。 
2014 年，针对“三无”类投资，我国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为这类投

资的公允价值评估提供了明确指引，并将其纳入长期股权投资的范畴进行管理。这一规定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中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原则保持一致。随后，《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经历了

重要修订，将原先分类中的“三无”类投资重新界定为权益性金融资产，并统一置于《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监管框架下，这一变革显著缩小了长期股权投资核算的边界，明确了

其核算范围仅限于母子公司、联营及合营企业间的投资关系[2]。《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

资》经历了重要修订，将原先分类中的“三无”类投资重新界定为权益性金融资产。这一调整与国际会

计准则中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和金融工具分类的原则相吻合，提升了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比性。 
2017 年，随着金融工具分类框架的进一步优化，《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再次修订，将金融工具由原有的“四分类”简化为“三分类”，这一变革不仅提升了会计准则的适用性，

也更好地反映了金融工具的经济特征[3]。同年 3 月，为紧跟《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9 号——金融工具》

的步伐，我国对该准则进行了相应修订，明确了基于业务模式的“三无”类投资分类标准，进一步促进

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与标准化进程。 

4. 权益性投资的初始计量 

4.1. 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 

在确立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时，企业需依据其获取该投资时所实际发生的初始投资成本进行账

务处理。鉴于长期股权投资的获取途径可明确划分为控股合并与非控股合并两大类别，每种方式在会计

处理上均有其规范与要求。控股合并，指对子公司的投资行为，其本质在于投资方通过持有足够比例的

股权，从而对被投资实体施加决定性影响，实现控制权的转移。尽管控制权发生转移，但被合并方在合

并后依然保持其独立的法人地位，持续进行经营活动[4]。在此情境下，合并方需在会计账簿上明确确认

一项对被合并方的长期股权投资，以反映其控制性权益的获得。相比之下，非控股合并则是指合并方(购
买方)未能达到对被合并方(被购买方)实施控制的程度，而仅能通过其持有的股权对被合并方的财务和经

营决策产生共同控制或施加显著影响的投资行为[5]。这种投资方式下，合并方需依据其在被合并方中的

实际影响力，采用适当的会计方法计量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 
此外，在支付对价以获取长期股权投资时，若该对价中包含了已宣告但尚未实际发放的现金股利或

利润，根据会计准则的严谨性要求，此部分金额应被单独识别并确认为应收股利项目，而非纳入长期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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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投资的初始成本之中。这一处理原则旨在确保长期股权投资初始计量的精确无误，同时维护会计记录

的规范性与透明度，为投资者及利益相关方提供清晰、准确的财务信息。 

4.1.1. 控股合并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需区分两种情形进行初始投资成本的核算：一是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

二是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这两种情境下的权益性投资初始计量方法各异，需分别遵循相应的会计

准则与规定[6]。 
1) 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a) 初始计量原则—权益性结合法 
对于同一控制下对子公司投资产生的权益性投资，投资和被投资的企业在投资前后是属于关联企业。

国际会计准则采用单独法律主体角度，合并方(购买方)取得的权益性投资通常按照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进行会计核算，这种方法反映了合并方(购买方)在交易中进行的真实价值交换。然而，我国在处理同一控

制下对子公司的投资中未采用这一观点，而是从最终控制方的角度，合并方(购买方)取得对被合并方(被
购买方)的权益性投资，不是按照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核算，而是按照合并方(购买方)在被合并方(被购买

方)账面净资产中所占份额确认。即同一控制下对子公司投资会计处理原则是权益结合法，这种方法将对

子公司的投资视为企业集团内部资产和权益的重新整合，而非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交易。 
b) 核算处理 
在权益结合法的理论框架下，合并方对被合并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入账价值统一设定为合并发生日的

原有账面价值。这一计量原则下，若合并方所获取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其所付出的合并对价(同样依据账

面价值计算)之间存在差异，则需依据会计平衡原则，首先尝试通过调整资本公积账户来弥合这一差额。

若资本公积的可用余额不足以完全吸纳此差额，则需进一步调整留存收益项目，以确保会计等式的平衡

与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此过程显著特点在于不触发损益确认，不会新增资产与负债项目，亦不对合并当

期的利润表造成直接影响。 
处理流程为：首先，合并方依据最终控制方合并报表中被合并方净资产账面价值份额及商誉确定初

始投资成本。其次，比较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对价，差额调整至资本公积。发行债务性证券的费用计入

其初始入账金额。最后，合并相关费用如审计、评估、咨询等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确保财务报表透明

准确。 
2) 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 
a) 初始计量原则—购买法 
在非同一控制下，对子公司的权益性投资，鉴于投资双方无直接关联，此类投资被视为基于市场机

制的购买交易[7]。即购买方(合并方)在会计处理上需遵循市场原则，核心策略采用购买法。购买法本质上

视投资为一项资产购买活动，即购买方(合并方)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购入一系列资产(如机器设备与存货)
并承接被合并方(被购买方)的全部负债，进而按交易时点的会计评估，采用公允价值标准对被购买方(或
称被合并方)的净资产进行估值[7]。当合并方所支付的合并成本超出其基于公允价值所能获取的可辨认净

资产份额时，这一超额部分在会计上被正式确认为商誉。 
b) 核算处理 
在采用购买法框架内，成本界定的核心在于合并方(即购买方)所交付资产、承接负债及发行股权证券

的公允价值汇总，此汇总值全面反映了交易对价的公允价值，并纳入相关税费考量。当合并方选择以债

务性或股权性证券作为支付媒介时，其初始会计记录原则需遵循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逻辑，确保与同一

控制情境下的处理原则相区分，尽管在某些费用处理上，如与投资活动紧密相关的审计、评估、咨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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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服务等支出，均即时计入当期损益，这一点与另一控制模式保持了一致性。针对被并购企业的净资

产，其计量基准设定为合并时点的公允价值，以此为基础，对比投资成本(即实际支付价格)与净资产公允

价值的差异，该差异若为正，则确认为商誉，作为无形资产的一部分记录在案；反之，若差异为负，则直

接反映为当期收益，调整利润表相应项目。 
处理流程为：明确界定合并的主动方(购买方)及合并生效的确切日期(购买日)；其次，精确计算企业

合并的总成本，该成本涵盖了为获取控制权所付出的全部代价，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的资产价值、承担的

债务额及新发行股权的公允价值；对合并成本实施详尽的分摊程序，逐一甄别并确认被合并方可明确识

别的各项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最后，聚焦于合并成本与所获取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

间的差额，依据其正负属性，采取相应会计处理方式：若差额为正，则确认为商誉，体现超额支付的价

值；若差额为负，则计入当期损益，反映合并效益的即时体现。此外，与投资交易直接挂钩的各类专业

服务费用，如审计、评估、咨询及法律服务等，一旦发生即视为当期费用支出，直接影响当期损益的计

算。 

4.1.2. 非控股合并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1) 会计核算原则—公允价值法 
非控股合并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是指企业以支付现金、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或发行权益性证券等方

式获得对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应按付出现金、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或按照有关规定

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成本，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和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一般应确认为资产处置

损益。 
2) 核算处理 
在合并日(亦称收购日)，合并方需确立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基础，该基础由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

与初始直接成本之和构成。会计计量实践中，初始投资成本的界定依据交易对价的性质而有所差异。当

以现金支付时，初始成本全面覆盖了购买价款总额，此总额不仅包含投资本金，还囊括了其他必要开支。

在选取发行权益证券作为交易支付手段时，其初始成本的构成应详细剖析为所发行证券于交易时点的公

允价值，并累加上因此次发行活动而产生的全部相关费用，二者之和即构成了完整的初始成本基础。对

于通过债务重组或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成本的计量必须严格依据《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以确保会计处理的规范性和一致性。在确立了初始投资成本之后，会计处

理还需进一步评估“长期股权投资”账户的入账价值。这一过程涉及比对初始成本与按比计算净资产公

允价值，取两者中的较高值作为最终入账依据，此举旨在维护会计处理的稳健性与公正性。若支付对价

中包含被投资方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该部分应从初始成本中剥离，作为独立的应收项

目，在“应收股利”科目下单独核算，此处理方式与子公司投资会计处理原则相协调。此外，与合并交易

紧密相关的各类专业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评估、法律咨询等)不应单独计量，而应视为初始投资

成本的一部分，直接融入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确认金额中。至于支付对价与所获取长期股权投资价值间

的差额处理，则须遵循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规范。 
会计处理流程为初始投资成本依据投资方所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价值、承担的债务额或

发行的权益证券的公允价值确定。同时，所有与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如专业中介服务费用，均需纳入

初始投资成本范畴。其次，合理分摊与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此类费用应直接计入初始投资成本中。对

于以发行权益证券方式进行的投资，相关发行费用应从发行所得中先行扣除；若发行溢价不足以覆盖全

部费用，则进一步冲减盈余公积金及未分配利润。最后，针对非控股合并的特别处理。在非控制合并情

境中，若投资方对被投资实体既无共同控制亦无重大影响，初始投资成本的调整机制遵循以下原则：当

初始投资成本超于投资时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时，已确认的初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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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成本保持不变，不进行追溯调整；反之，若初始投资成本低于该公允价值份额，则此差额需作为当

期损益予以确认，并据以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确保会计记录准确捕捉并反映了交易背后的

经济实质。 

4.2. “三无”类投资的初始计量 

“三无”类投资指的是一类特定的权益工具，其公允价值难以确保可靠计量，且在活跃市场中缺乏

明确的报价机制，同时，投资者对此类被投资单位不具备控制、重大影响或共同控制的能力。随着长期

股权投资准则的最新修订，其核算范畴得到了更为明确的界定，排除了那些不具备控制、重大影响及共

同控制特征的其他类型投资，无论这些投资的市场活跃程度或公允价值状况如何。因此，“三无”类投

资不再属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范畴之内，转而应根据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会计准则进行相应的会计

处理，以确保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4.2.1. 初始计量原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三无”类投资的初始计量通常应遵循以下原则：在

理想情况下，所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都应以其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然而，对于“三无”

类投资而言，由于其公允价值难以确保可靠计量，这一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挑战。在特定情境下，

若缺乏足够的近期信息以精确确定公允价值，或公允价值的预估范围极为宽泛，且成本作为该范围内的

一个点，最能合理反映对公允价值的估计，则可将成本视为在既定估值范围内对公允价值的一个恰当且

合理的近似估计。这样的处理既遵循了会计的谨慎性原则，也确保了估值的合理性，符合会计实务与学

术论文的严谨标准。这一规定为“三无”类投资的初始计量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 

4.2.2. 核算处理 
1)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处理 
在初始确认交易性金融资产时，其入账成本应直接设定为取得时点的公允价值，计入“交易性金融

资产”会计科目，这一价值通常与市场上的交易价格相吻合。而伴随交易产生的相关费用，则需即时计

入当期的投资收益之中，作为费用支出处理。若购买价款中已包含但尚未支付的现金股利，应独立确认

为“应收股利”项目，并不纳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成本之中。 
2) 其他权益性工具投资的核算处理 
对于其他权益性工具投资的初始计量，其成本构成不仅包括取得时的公允价值，还需涵盖所有直接

相关的交易费用，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会计科目。在会计实务中，增量成本特指一类特定支出，它

们仅在金融工具的交易环节——即购买、发行或处置过程中产生。这些费用涵盖了支付给各类中介服务

提供者(如代理、券商、咨询顾问)的费用、交易所的交易手续费，以及向政府部门缴纳的税费等直接且必

要的开销。某些非直接成本，如债券的溢价或折价调整、融资过程中发生的额外费用、内部管理成本以

及资产的持有成本等，并不被归类为增量成本[7]。此外，对于投资成本中已包含但尚未实际支付的现金

股利部分，应独立作为“应收股利”项目进行会计处理，而非将其纳入投资的初始成本之中，这一做法

旨在确保会计记录的精确性和财务报表的透明度。 

5. 权益性投资的后续计量 

5.1.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即其在持有期间的计量，包括成本法和权益法两种核算方法。这两种方

法对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及当期损益的确定依据皆不同。企业应根据其被投资单位控制和影响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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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权益法进行核算。长期股权投资的期末计量，即检查其期末是否发生减值，若减

值，则应计提减值准备，期末在资产负债表中以减去减值准备后的净额列示。当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

实施控制，即持股比例超过半数(普遍界定为超过 50%)，后续计量应采纳成本法。在此方法下，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原则上维系于初始投资成本，除非存在追加或减少投资的情形。相反，若投资企业能对

被投资单位施加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其持股比例往往落在 20%至 50%之间，此时应采用权益法进

行后续计量[8]。权益法要求投资企业根据其在被投资单位净利润(或净亏损)中所占的份额，适时调整长

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以精准反映其经济利益的变化。 

5.1.1. 控股合并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当被投资公司宣告发放现金股利之时，投资方会依据其持有的股份比例，相应的确认投资收益的数

额，并通过会计分录体现这一过程，即借记“应收股利”账户，以反映预期收到的现金权益，同时贷记

“投资收益”账户，以记录由此产生的财务收益。至于可能面临的投资价值减损情况，企业需遵循会计

准则，通过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来确认这一不利影响，并对应地在“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科目

下贷记相应金额，作为对未来潜在损失的预先计提。此减值准备一旦正式确认，在后续的持有期间内，

将不再允许进行转回操作，以确保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5.1.2. 非控股合并方式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而权益法则是在初始投资成本的基础上，依据投资企业在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变动中的份额，动

态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9]。在会计记录中，“长期股权投资”科目下设有多个明细分类，以精

确反映投资活动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投资成本”明细用于登记投资初始时点的实际支付或确认的

成本，它直接体现了投资的原始价值；“损益调整”明细则用于追踪并反映投资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

净损益及利润分配对投资方权益的直接影响，确保投资收益或损失的及时确认；“其他综合收益”明细

则专门用于体现投资持有期间，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外的其他综合收益的变动情况，这些变动虽不直接

影响当期损益，但会影响投资方的综合收益总额；“其他权益变动”明细则负责记录投资持有期间，被

投资单位发生的除上述之外的其他权益变动，确保投资方能够全面、准确地掌握其在被投资单位的权益

状况。这样的分类设置，既符合会计处理的严谨性要求，也便于投资者和管理层进行决策分析。这些科

目的运用，旨在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投资企业与被投资单位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变动。 

5.2. “三无”类投资的后续计量 

对于“三无”特征的投资，其后续的会计处理普遍遵循公允价值计量原则[10]。 
交易性金融资产在期末之际，需以其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为基准进行价值评估，并在财务报

表中予以展示。任何该公允价值的波动都将直接作用于当期的损益核算，通过专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账户来详细记录这些变动，同时，相应地调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此调整额在会计处理上

表现为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账户的借方或贷方进行增减操作。类似地，对于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其期末计量也遵循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原则，并据此在财务报表中进行列示。不过，

这类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并不直接影响当期损益，而是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账户，以反映非即期影响

损益的权益价值变动。与此同时，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也需同步调整，该调整过程通过“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公允价值变动”账户的借贷方变动来具体实现，确保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在发生对外转让时，若涉及交易性金融资产，企业的会计分录将视情况而定：若以银行存款作为收

入，则借记“银行存款”，贷记“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可能的“投资收益”(表示转让利得或损失)；反之，

若转让导致损失且以银行存款补足差额，则可能同时借记“银行存款”与“投资收益”，贷记“交易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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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产”。而对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转让，会计分录则涉及借记“银行存款”，并可能贷记“其他权益

工具”及“其他综合收益——公允价值变动”(反映之前累积的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或根据情况调整上述

科目的借贷方向。 

6. 研究结论 

随着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我国权益性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经历了显著的变革，从传统的分类管理

逐步过渡到精细化分类，以更好地反映投资的经济实质。2006 年会计准则体系的变革，标志着我国会计

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实质性接轨，体现了我国在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中的积极步伐与显著

成就。 
在权益性投资的初始计量方面，长期股权投资和“三无”类投资的初始计量原则和核算处理方法存

在差异。长期股权投资根据取得方式不同，分为控股合并和非控股合并，控股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的初始计量原则包括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非控股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公允价值原则。而“三

无”类投资的初始计量原则则依据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的会计准则进行。在权益结合法的框架下，长期

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的指导原则，通常基于被合

并方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上所体现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份额进行计量。相反，在购买法应用中，

购买方于购买日所确认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则需严格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

并》的规范，将其确定为合并成本。针对企业合并过程中产生的各项专业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审计、法

律咨询、评估咨询等中介服务费用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管理费用，无论是采用权益结合法还是购买法，

均应在费用实际发生时，根据会计的权责发生制原则，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以准确反映合并活动的经济

影响。在探讨非控股合并情景下的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成本时，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则投资成本的

构成需全面涵盖支付对价的公允价值，以及那些与交易直接且必要的初始费用。此处理方式旨在确保长

期股权投资成本的计量既符合市场价值导向，又充分反映了投资行为的全部经济后果，符合会计信息的

相关性与可靠性要求。对于“三无”类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投资成本应等同于支付对价的公允

价值，而其他权益性工具投资，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类似，这类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也应基于支付对价的

公允价值，但需额外加上与初始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 
在后续计量方面，成本法和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后续计量的两种主要方法，各有其适用场景和

会计处理特点。成本法适用于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情形，而权益法则适用于投资企业对被

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情况。企业应根据其在被投资单位中的实际角色和影响力，选择合

适的会计处理方法，以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其次，对于控股合并方式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企业应关注现金股利的宣告和发放情况，及时确认投资收益，并在必要时对投资价值减损进行减值

处理。减值准备一旦确认，不得随意转回，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稳健性。对于非控股合并方式取得的长期

股权投资，权益法的动态调整机制能够更好地反映投资价值的变动，有助于投资者和管理层进行更为精

确的决策分析。对于“三无”类投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是其后续会计处理的核心。交易性金融资产和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应直接反映在当期损益或综合收益中，以确保财务报告的时效性和相

关性。在对外转让这些投资时，企业应根据实际交易情况，准确记录相关的会计分录，以反映投资的转

让利得或损失。 
权益性投资的不同方法在初始和后续计量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如成本法可能无法反映投资

价值的实际变化，而权益法则可能因市场波动导致账面价值频繁调整，影响财务报表的稳定性。此外，

“三无”类投资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虽然提供了价值的实时反映，但其波动性可能对损益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对于成本法，可以考虑引入适度的灵活性，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对投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以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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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地反映其真实价值。权益法下，可以设定一定的阈值或条件，限制因市场短期波动导致的频繁账面价

值调整，以保持财务报表的稳定性。对于“三无”类投资，建议明确公允价值变动的确认和计量规则，减

少对当期损益的过度影响，同时提供更详尽的披露信息，以帮助投资者理解这些变动的性质和原因。在

减值测试方面，应确保减值测试的频率和方法与投资的性质和市场条件相匹配，以及时反映投资价值的

减损。对于所有类型的权益性投资，应加强内部控制和审计程序，确保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和合规性，减

少人为操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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