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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厘清合并财务报表内容构架

合并财务报表内容多、重点多、

难点多，而会计教材多种多样，对合

并财务报表的内容结构安排又不尽

相同。若按右图所示内容构架，围绕

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程序这条关键线

索，对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学习，思路

清晰，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合并调整分录与抵销分录的

学习思路

1. 合并调整分录。

（1）对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进行

调整。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中取得

的子公司，如果不存在与母公司会计

政策和会计期间不一致的情况，则不

需要对该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进

行调整。对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子公司，除了存在与母公司

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不一致的情况

需要对该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进

行调整，还应以购买日该子公司的各

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基

础，对该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2）对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将母公司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

并将成本法与权益法的初始计量与记录和后续计量

与记录进行比较，找出差异再进行调整。

2. 合并抵销分录。依据重要性原则，将内部交易

或事项的抵销概括为三类：一是内部长期股权投资

业务的抵销；二是内部债权债务的抵销；三是内部资

产交易的抵销。对这三类内部交易或事项的抵销，都

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报告期发生的内部交

易或事项在报告期如何抵销；二是以前会计期间发

生的内部交易或事项在报告期如何抵销。对这三类

内部交易或事项编制合并抵销分录时，应进行三步

谈合并财务报表学习思路

【摘要】合并财务报表是财务会计学习中的一个难点，本文首先厘清了合并财务报表的内容构架，

然后分析了合并调整分录与合并抵销分录，在此基础上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长期股权投资业务、内部商

品交易、内部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进行了举例分析，为合并财务报表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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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首先是站在个别企业角度，分析当期交易双方

是如何进行账务处理的，又是如何在个别财务报表

中反映的，涉及哪些会计报表项目；其次是站在企业

集团的角度，分析当期交易双方应如何进行账务处

理，如何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反映；最后是分析应抵销

项目之间的对应关系，并据以编制抵销分录。

三、合并财务报表几个难点的学习思路

1. 内部长期股权投资业务抵销的学习思路。按

照编制抵销分录的三个步骤进行分析。站在个别企

业角度，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已经由成

本法追溯调整为权益法并反映在有关个别财务报表

中。子公司也在有关个别财务报表中反映了接受投资、

利润形成、利润分配、利润清算等业务。站在企业集

团的角度，按照一体性原则分析，母公司对子公司的

股权投资实际上相当于母公司将资本拨付给下属核

算单位，母公司和子公司均无须进行相关账务处理，

整个企业集团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也不会发

生增减变动。所以，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将母

公司对于子公司的内部股权投资业务对个别财务报

表的影响予以抵销。依据母子公司原来对内部股权投

资进行账务处理所涉及的相关项目之间的对应关系，

应编制的抵销分录包括：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

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的抵销；母公司投资收益与子

公司利润分配项目的抵销；应收股利与应付股利项

目的抵销；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项目的抵销以及

由此产生的递延所得税的抵销；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项目的抵销等。

例 1：2014年 1月 1日，A公司以 3600000元现金

取得了B公司 80%的控股权，属于非同一控制下的

控股合并。B公司当日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4500000元（假设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相同）。当年A、B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200000元、

100000元，A、B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均为25%，A、B公

司均按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公积金。2014年 12月
31日A公司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10000元，

计提所得税时反映递延所得税资产2500元。2015年
2月B公司宣告分配2014年现金股利50000元，已发

放。2015 年 A、B 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 287095 元、

167649.41元。2015年 12月 31日A公司计提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5000元，计提所得税时反映递延所

得税资产 1250元。2015年 12月 31日B公司宣告分

配2015年现金股利60000元，尚未支付。2015年为报

告年度。具体分析如下：

（1）A公司2015年会计处理及抵销处理。

2015年2月B公司宣告分配2014年现金股利并

发放时：借：银行存款 40000（抵）；贷：长期股权投资

40000（抵）。

2015年 12月 31日按B公司净利润的 80%核算

享有额并进行利润核算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134119.53（抵）；贷：投资收益 134119.53（抵）。借：投

资收益 134119.53；贷：本年利润 134119.53。借：本年

利润 134119.53；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34119.53。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3411.95；贷：盈余公积 13411.95。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13411.95；贷：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13411.95。
2015年 12月 31日B公司宣告现金股利时：借：

应收股利48000（抵）；贷：长期股权投资48000（抵）。

2015年 12月 31日A公司计提减值准备和所得

税时：借：资产减值损失5000（抵）；贷：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5000（抵）。借：递延所得税资产1250（抵）；

贷：所得税费用1250（抵）。

2015年 12月 31日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户

账面余额为3726119.53元。

（2）B子公司2015年会计处理及抵销处理。

2015年 2月 B公司宣告分配 2014年现金股利

时：借：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50000（抵 80%）；贷：

应付股利——A 公司 40000（抵）、——少数股东

10000。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50000（抵

80%）；贷：利润分配——应付股利50000（抵80%）。
2015年2月B公司发放2014年现金股利时：借：

应付股利——A 公司 40000（抵）、——少数股东

10000；贷：银行存款50000（抵80%）。
2015年12月31日B公司进行利润分配、利润清

算时：借：本年利润 167649.41；贷：利润分配——未

分配利润 167649.41。借：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16764.94（抵80%）；贷：盈余公积16764.94（抵

80%）。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16764.94（抵

80%）；贷：利润分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16764.94
（抵80%）。

2015年 12月 31日B公司宣告现金股利时：借：

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60000（抵 80%）；贷：应付股

利——A公司48000（抵）、——少数股东12000。
年末结转时：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60000（抵 80%）；贷：利润分配——应付股利 60000
（抵80%）。

2015年 12月 31日B公司“实收资本”账户余额

为 4500000元，“盈余公积”账户余额为 26764.94元，

2017.05 财会月刊·53·□



“未分配利润”账户余额为130884.47元，所有者权益

总额为 4657649.41元，其中A公司享有 3726119.53
元，少数股东享有931529.88元。

（3）总结内部长期股权投资业务抵销内容与分

录。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

销：借：实收资本 4500000.00，盈余公积 26764.94，未
分配利润 130884.47；贷：长期股权投资 3726119.53，
少数股东权益931529.88。

母公司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的抵销：期

初未分配利润+本年利润=当年利润分配（提取盈余

公积、应付股利）+年末未分配利润。其中，本年利润

=母公司享有投资收益+少数股东损益。借：投资收

益 134119.53，少数股东损益 33529.88，年初未分配

利润 90000.00；贷：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6764.94，应
付股利110000.00，年末未分配利润130884.47。

应收股利与应付股利的抵销：借：应付股利

48000；贷：应收股利48000。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抵销：以前年度提取

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抵销：借：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10000；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10000。当期提

取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抵销：借：长期股权投

资减值准备5000；贷：资产减值损失5000。
与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相关的递延所得税的

抵销：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500，所得税费用

125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3750。
内部股权投资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抵销：借：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配股利所支付的现金

40000；贷：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投资收益

收到的现金40000。
2. 内部商品交易抵销的学习思路。

（1）将内部商品交易的抵销分三种情况列表分

析。第一种情况：内部购进商品全部实现对外销售的

抵销分析，如表 1所示。第二种情况：内部购进商品

未实现对外销售形成期末存货的抵销分析，如表 2
所示。第三种情况：内部购进商品一部分实现外销、

一部分形成期末存货。将以上两种情况合而为一。

表 1 内部购进商品全部实现对外销售 单位：元

分析步骤

站在个别企业角度

站在企业集团角度

编制抵销分录

内部销售方

借：银行存款 351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

应交税费 51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

贷：库存商品 20000（）

在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项目用（）表示，不能反映的用（×）表示

①将当期全部内销收入予以抵销
借：营业收入 30000

贷：营业成本 30000

内部购买方

①购进时
借：库存商品 30000

应交税费 5100（）
贷：银行存款 35100（×）

②将内部购销产生的现金流量予以抵销
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35100

贷：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35100

②对外销售时
借：银行存款 468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40000（）
应交税费 68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30000（×）
贷：库存商品 30000

表 2 内部购进商品未实现对外销售 单位：元

分析步骤

站在个别
企业角度

站在企业
集团角度

编制抵销
分录

内部销售方

借：银行存款 3510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0000（×）

应交税费 5100（）
借：主营业务成本 20000（×）

贷：库存商品 20000（）

在合并报表应反映的项目用（）表示，不能反映的用（×）表示

①将当期全部内销收入予以抵销
借：营业收入 30000

贷：营业成本 30000
②将期末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
利润予以抵销
借：营业成本 10000

贷：存货 10000
③将期末存货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抵
消后产生的递延所得税予以抵销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0（10000×25%）

贷：所得税费用 2500（10000×25%）

内部购买方

借：库存商品 30000（×10000）
（20000）

应交税费 5100（）
贷：银行存款 35100（×）

④将内部购销产生的现金流量予以抵销
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 35100

贷：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35100
⑤当期期末存货，即为下期期初存货，在下期编制抵销分录时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10000

贷：营业成本 10000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0（10000×25%）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500（10000×25%）

□·54·财会月刊2017.05



（2）内部商品交易抵销内容及分录。

例 2：2014年 12月母公司A销售商品一批给子

公司B，售价为 80000元，成本价为 60000元，货款尚

未结算。子公司B购进的该批商品全部形成期末存

货。2015年母公司A向子公司B又销售商品一批，售

价为 120000元，其中当即收到现金 100000元，其余

20000元待收，该批商品成本价为90000元。子公司B
在2015年对外销售价为150000元，成本价为100000
元，期末结存内购存货的成本为100000元。母公司A
对子公司B的销售毛利率为25%。抵销分录如下：

将期初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予以抵销：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20000；贷：营业

成本20000。
将本期内部销售收入予以抵销：借：营业收入

120000；贷：营业成本120000。
将期末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予以抵销：借：营业成本25000；贷：存货25000。
将内部商品交易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予以抵销：

借：递延所得税资产 6250（25000×25%）；贷：未分配

利润——年初 5000（20000×25%），所得税费用 1250
［（25000-20000）×25%］。

将内部购销产生的现金流量予以抵销：借：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100000；贷：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100000。
3. 内部存货跌价准备抵销的学习思路。

（1）内部存货跌价准备抵销原理分析，见表3。

（2）内部存货跌价准备抵销规律。当购货方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存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

润时，应将购货方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全额予以抵

销，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

应予以抵销；当购货方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存货

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时，只将存货跌价准

备中相当于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的部分予以抵销，

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只抵销

相当于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部分对纳税的影响额。

（3）举例分析内部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

2011 ~ 2015年某购货方与某企业集团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情况见表 4。相关处理为：①2011 ~ 2015年合并

抵销分录：2011年：借：存货跌价准备 2000；贷：资产

减值损失 2000。2012 ~ 2015 年：借：存货跌价准备

2000/5000/15000/10000；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2000/
5000/15000/10000。借：存货跌价准备 3000/10000/
-5000/-4000；贷：资产减值损失3000/10000/-5000/
-4000。②2011 ~ 2015年相关递延所得税的抵销分

录：2011年：借：所得税费用 500；贷：递延所得税资

产 500。2012 ~ 2015 年：借：未分配利润 500/1250/
3750/2500；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500/1250/3750/
2500。借：所得税费用 750/2500/-1250/-1000；贷：

递延所得税资产750/2500/-125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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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内部
购货方

企业
集团

货物
成本

10 000

8 000

未实现内部
销售利润

2 000

-

可变现
净值

9 000
8 000
7 000

9 000
8 000
7 000

存货跌价
准备

1 000
2 000
3 000

0
0

1 000

表 3 内部存货跌价准备抵销的原理分析 单位：元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购货方
内购存
货期末
成本

5000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未实现
内部销
售利润

10000

20000

15000

10000

8000

集团该
部分存
货成本

40000

60000

45000

30000

12000

存货
可变
现净
值

48000

75000

40000

28000

14000

购货方
跌价准
备期末
余额

2000

5000

20000

12000

6000

购货方
跌价准
备发生

额

2000

3000

15000

-8000

-6000

集团跌
价准备
期末余

额

0

0

5000

2000

0

集团跌
价准备
发生额

0

0

5000

-3000

-2000

表 4 2011 ~ 2015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单位：元

内部
购贷方

企业
集团

抵销跌价准备金额

借：存货跌价准备
1 000

贷：资产减值损失
1 000
2 000
2 000

-

抵销相关递延所得税

借：所得税费用 250
贷：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
500
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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