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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并报表编制一般过程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五条规

定，母公司在其个别报表中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应采用

成本法核算，于是合并报表编制的抵销分录就包括权益法核

算（调整）、股权投资抵销与其他内部交易抵销三个环节。

第一环节，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调整。我国会计准则将

企业合并划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比较而言，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较为复杂且常见，故本文主要

以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为主进行分析。此时的权益法调整分

录有四类：淤母公司对子公司当期净利润中应享有份额的调
整。此处的净利润要基于集团视角，需要调整内部交易未实现

损益，还要调整非同一控制下购买日子公司报表中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的差额（基于此差异不属于本文探讨之重点，故假

定子公司报表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金额一致）。于母公司针对
子公司派发现金股利享有份额的调整。实际上此部分调整既

包括对成本法处理的冲销，又包括权益法调整两方面内容。

盂母公司对子公司净利润之外所有者权益的变化享有份额的
调整。通常为资本公积，也涉及专项储备。榆在连续编制合并
报表时，对于之前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调整也需要在本期

的工作底稿中重复性体现。当然，对于前期权益法调整的反映

通常不采用分项的三笔而是综合为一笔分录。

第二环节，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其投资收益与子公司

所有者权益及其利润分配的抵销。合并报表编制方法在此环

节有所不同，并有“分期法”与“分段法”两种。其中，“分段法”

是将抵销内容分为利润表段、资产负债表段两段，分段进行抵

销以编制合并报表的方法。此方法下，合并抵销分录有两类：

淤母公司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的抵销。抵销原因是因
为用子公司具体收入、费用替代了母公司股权投资损益所致，

从而导致了投资收益与利润分配在合并工作底稿中的重复而

需要抵销。该抵销分录的逻辑关系则为：期初未分配利润+本
期盈利（子公司净利润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和少数股东的+非

同一控制下的公允价值调整额）=利润分配（现金股利+提取
盈余公积）+期末未分配利润。于母公司长期投资与子公司所
有者者权益的抵销，并确认商誉、少数股东权益。抵销的原因

在于用子公司具体的资产、负债代替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

期股权投资，结果导致了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

在工作底稿中的重复，因此需要抵销。抵销分录的逻辑关系

为：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数+公允价值调整额=母公司的长
期股权投资+少数股东权益。

而“分期法”是按照时间期限分类抵销，故抵销分录有两

类：淤对本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化与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的权益法调整金额进行冲销，以使两者都恢复到期初额。子公

司所有者权益变化内容包括当期盈利、派现股利、盈余公积与

资本公积等项目的增加或减少，因此冲销性质的调整分录也

应当包括这些变化；当然，还包括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资产负

债中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额的影响，少数股东损益与少数

股东权益的调整，实务中分录较多。于针对已恢复到期初数的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进行抵销，并确认

商誉、少数股东权益。

第三环节，除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内部（存货、固定资

产等）交易及其债权债务等项目的抵销。此环节抵销分录包括

两类：淤内部交易本身的抵销，是对当期发生的内部交易的一
次性、独立性的抵销，仅需本期抵销，之后不需再次抵销。于内
部交易未实现损益的抵销，内部交易只要存在未实现损益就

需要抵销，不论该未实现损益产生于前期还是本期。因此，此

类抵销分录具有重复性与连带性，重复是指在其实现之前需

要多次在合并报表编制的工作底稿中进行重复性抵销，连带

是指其根源在于内部交易，此处因其未实现而连带产生。需要

说明的是，此类抵销分录没有分期与分段之差异，但有母公司

报表调整与工作底稿调整的差异：若母公司对子公司长期股

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则因为对未实现内部交易毛利已经

在母公司会计报表中调整了，此时的抵销会与成本法核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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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及报表项目有所不同，具体参见陈信元老师书籍介绍。

仔细分析三环节分录作用，就可以发现：分期法中第二环

节针对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化的抵销分录正是对第一环节中

针对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化的权益法调整分录的冲销。因此，

从结果一致性的视角来考虑，第一环节针对母公司长期股权

投资的权益法调整实属多余：若不进行权益法调整则后期就

不必抵销分录，这会导致合并分录的简化———此时，合并报表

的编制就可根据成本法核算的结果来直接编制，即所谓的“合

并报表编制的直接法”。

二、直接法下抵销分录解析

三种方法虽有差异，但比较少数股权信息即可验证其结

果的一致性。基于财政部会计司讲解的权威性，导致我国实务

界主要采用分段法，故本文以分段法为基础来推导出直接法。

会计理论的核心是确认与计量，即为实务中的科目与金额。为

了清晰地解析出直接法下抵销分录的产生过程，本文用英文

字母指代有关会计科目之金额以解析其原理。其中，EQ指子
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PC指子公司实收资本（金额通常不
变）、CR指子公司资本公积、SR指子公司盈余公积、UP指子
公司未分配利润、NP指子公司净利润、CD指子公司的现金
股利（分配）；下标 0表示期初、下标 1表示期末，无下标为本
期；母公司投资成本为 CI，商誉为 GD（且各期均未减值），母
公司控股比例为 HP、少数股权比例为MP。

1. 抵销分录之结果。与分期法、分段法相比，直接法下的
合并抵销分录之差异仅体现在第一、二环节中，第三环节因无

方法差异故此处暂不涉及。在直接法下，合并抵销分录有两类：

第一类，本期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所有变化的恢复性分录，

即对子公司现金股利、盈余公积、资本公积等变化进行调整，

调整后使得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恢复到期初。因不需要权益

法过程，故此时的抵销分录与教材中所介绍的分期法有所不

同。具体分录为：借：投资收益———分配（CD伊HP），少数股东
权益———分配（CD 伊MP），资本公积———本期增加（CR 伊MP），
盈余公积———本期计提（SR），少数股东损益———损益（NP伊
MP）；贷：利润分配（CD+SR），少数股东权益———损益（NP伊
MP）、———其他（CR伊MP）。

上述调整后，母公司针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已恢复

到期初数，投资收益已经调整为零。而将少数股东权益变化内

容分项列示是为了能够直接编制出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第二类，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期初数与子公司所有者权

益项目期初数的抵销（此分录与分期法的一致），同时确认少

数股东权益：借：实收资本———期初（PC0），资本公积———期

初（CR0），盈余公积———期初（SR0），未分配利润———期初

（UD0），商誉（GD0）；贷：长期股权投资———期初（CI0），少数

股东权益———期初（EQ0伊MP）。
说明：淤期初一般指上期期末（年末）。若连续编制时也可

指购买日，则此期间（即本期）则应从购买日开始计算。于若商
誉发生减值时，则还需要另外进行减值处理。盂若属于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还有一笔子公司合并日留存收益的转回分

录，此处略。

2. 抵销分录之来源。这里分两步进行：淤列示出第一、第
二环节的合并抵销分录；于针对借贷方相同项目进行对冲抵
销，对其结果整理后即可得到直接法的结论。

第一，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调整。理论上有净利润、现

金股利、资本公积三笔调整分录，加上对母公司成本法处理的

冲销，就有四笔调整分录，这里将其合为一笔：借：长期股权

投资［（NP-CD）伊HP］；贷：投资收益（NP伊HP），资本公积
（CR伊HP）。

若要包含前期的权益法调整，则贷方应有“未分配利

润———期初”，其金额为［（EQ0-CR0）伊HP-CI+GW］，该金额
计量采用了“倒推法”，其优点在于能够将前期会计差错一并

调整。当然，此时的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亦有不同，为（EQ1伊
HP-CI+GW）。因本文是对直接法的原理解析，是基于首次编
制合并报表而进行的，故后续解析不涉及这两项变化。

第二，资产负债表段的抵销分录。在权益法调整后，抵销

金额均为期末数。借：实收资本———期末（PC0），资本公积

———期末（CR0+CR），盈余公积———期末（SR0+SR），未分配
利润———期末（UD1），商誉（GD0）；贷：长期股权投资———期

末［CI0+（NP-CD）伊HP］，少数股东权益———期末［EQ0伊
MP+（NP-CD+CR）伊MP］。
这里的期末值均以“期初+本期变化”来表示，其优点有：

淤清晰过程、便于冲销；于可直接编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而
不必根据合并报表工作底稿来分析填列。

第三，利润表段的抵销分录，金额为本期数。这里假定账

面价值与公允价值一致，否则就需要对子公司本期净利润进

行非同一控制（集团）视角的调整。借：投资收益（NP伊HP），少
数股东损益（NP伊MP），未分配利润———期初（UD0）；贷：利润

分配（SR+CD），未分配利润———期末（UD1）。

上述分录中，投资收益、未分配利润的期末金额可直接对

冲，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冲销本期增加，少数股权部分无法对

冲而均予以保留。借贷项目对冲调整后，剩余结果便是：借：实

收资本———期初（PC0），资本公积———期初（CR0），盈余公

积———期初（SR0），未分配利润———期初（UD0），商誉（GD0），

少数股东损益（NP伊MP），资本公积（CS伊MP），盈余公积
（SR）；贷：长期股权投资———期末（CI0），少数股东权益———

期末［（EQ0+NP-CD+CR）伊MP］，利润分配（CD+SR）。
上述分录可分拆为两笔分录：淤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化

及其对投资公司影响的恢复性分录；于投资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期初的抵销分录。若如此拆分，其

结果正好对应于前述直接给出的结论，其逻辑接近于分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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