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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报表中抵销内部非货币性交易

的实例探讨

方芳
(厦门大学 会计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集团内部发生非货币性交易后 , 在该交易的影响年度内编制集团的合并报表 , 就必须剔除掉内部交

易引起的资产价值变动和重复计算的因素 ,以未发生交易 、资产仍在原有公司为目标来编制抵销分录 。本文

以不涉及补价的固定资产与短期股票投资交易为例 , 分析说明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 如何编制分录、抵消集团

内部的非货币性交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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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交易》中规定 ,

交易双方换入资产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

为入账价值(假设未支付相关税费)。因而在企业

集团内部发生非货币性交易后 ,母子公司独自编

制的个别报表中所记录的交易资产账面价值已

发生了变动 , 但从集团角度而言 , 所编制的合并

报表应以母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为报告主

体 。那么 ,以母子公司的个别报表为基础编制合

并报表 ,就必须剔除掉内部交易引起的资产价值

变动和重复计算的因素。所以 ,在进行该部分抵

销处理时 , 应遵循的一个原则是以未发生交易 ,

资产仍在原有公司的情况为抵销目标。

为具体说明非货币性交易在合并报表编制

时的抵销处理 , 现举一不涉及补价的固定资产

与短期股票投资交易为例进行探讨:母公司以

持有的某公司短期股票投资交换子公司的一台

设备 ,短期投资的账面余额为 67 000元 ,已计提

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为 4 000元 , 公允价值为

65 000元 ,设备的账面原值为 80 000元 ,已计提

的累计折旧为 12 000元 ,公允价值为 65 000元 ,

换入设备作为母公司管理部门的设备 , 使用年

限为 5年 , 不考虑净残值 , 采用直线法计提折

旧 ,交易过程中未发生相关税费 。

本例中 , 这笔交易的发生对合并报表的影

响可以分为以下三大部分:一是短期投资和固

定资产账面净值的增减变动;二是固定资产价

值变化引起的折旧计提的变动;二是短期投资

账面净值的变化引起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计提

的变动 。对于这些影响 ,我们在编制合并报表时

均须 ———给予抵销 。现就如何抵销这三部分影

响分别进行说明 。

一 、 交易资产账面价值的
调整

本例中交易发生时 , 母子公司的会计分录

分别为:

母公司 借:固定资产 63 000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4 000

贷:短期投资 67 000

子公司 借:固定资产清理 68 000

累计折旧 12 000

贷:固定资产 80 000

借:短期投资 68 000

贷:固定资产清理 68 000

可以看出 ,固定资产的账面净值由 68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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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分录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借:管理费用 1 000
贷:累计折旧 1 000

√ √ √ √ √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贷:累计折旧

/ 1 000
1 000

2 000
2 000

3 000
3 000

4 000
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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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为 63 000元 , 短期投资净值由 63 000元增为

68000元 , 因此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应把这部分变

动抵销 。下面分情况讨论抵销处理的方法:

1.在短期投资全未出售 , 固定资产未提完

折旧的年度 ,抵销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原价 5 000

贷:短期投资 5 000

2.在短期投资全售出 , 固定资产未提完折

旧的年度 , 由于短期投资多计 5 000元 , 售出成

本也多计 , 从而使当年因出售短期投资的获利

减少 ,所以抵销分录应调增当期的“投资收益” :

借:固定资产原价 5 000

贷:投资收益 5 000

3.在短期投资已在以前年度全部售出 , 固

定资产未提完折旧的年度内 , 由于短期投资成

本多计的 5000元影响的是以前年度的利润 , 因

此抵销分录应为:

借:固定资产原价 5 000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5 000

4.在短期投资分步售出 , 固定资产未提完

折旧的情况下 , 应按前述的思路 , 根据短期投资

在各年度的出售情况 , 一方面调增固定资产账

面价值 ,另一方面调整“短期投资” 、“投资收益”

或“年初未分配利润” 。以本期出售 40%,期未仍

有 60%为例 ,抵销分录应为:

借:固定资产原价 5 000

贷:投资收益 2 000

短期投资 3 000

5.若短期投资已售出 , 固定资产也已提完

折旧 , 由于两者对利润的影响已相互抵销 , 因此

从全部注销的下一年度起 ,无需编制抵销分录。

至于固定资产价值变动对利润的影响是通过折

旧计提反映出来 ,将在下一部分详细介绍 。

值得一提的是 , 由于短期投资短期持有的

主观和客观原因 , 发生固定资产已提完折旧 , 而

短期投资尚未出售的情况极少。

二 、连带业务———固定资产
折旧额的抵销

从前述可以看出交易后固定资产的净值减

少 5 000元 , 尽管在第一部分我们已将减值部分

调回 , 但母公司报表中对固定资产计提的折旧

是以 63 000元为基础计算的 , 这比按原账面价

值 68 000元为基础计算的折旧额每年少计了

1 000元 , 因此 , 每年编制合并报表时应补提这

少提的折旧 , 分录为:(假设交易当年也按 12个

月计提折旧)

借:管理费用 1 000

贷:累计折旧 1 000

这里将累计折旧费用列入管理费用是以交

易后该固定资产在管理部门使用为前提的。若

该固定资产的使用部门为生产部门 、 销售部门

或辅助生产部门等 , 则折旧费用也应相应列入

“制造费用” 、“营业费用” 、“主营业务成本” 、“存

货”等。

连续年度内 , 除了应按上述方法作分录调

整本年的累计折旧和管理费用外 , 也应考虑到

以前年度子公司少提折旧而引起的本年度年初

为分配利润多计 。以第二年为例 ,还应作分录:

借:年初未分配利润 1 000

贷:累计折旧 1 000

按此思路 , 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内 , 各年的折

旧额调整如表 1:

从第六年开始由于固定资产已摊销完毕 ,

其对利润的影响也恰好和短期投资账面净值变

动对利润的影响相互抵销 , 所以不再编制抵销

分录。

三 、连带业务———短期跌价
准备的抵销

非货币性交易后 , 短期投资账面净值的变

动对利润的影响可分为两部分 , 一部分是原账

面净值和后账面净值的差额对利润的影响 , 另

一部分是分别按前后账面净值与市价差额计算

表 1 固定资产折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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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不一致而产生的影响。前

者已经在第一部分进行抵销 , 后者也应进行抵

销处理 , 将按后账面净值和市价差额计提的跌

价准备调整为按原账面净值和市价差额计提的

数额 ,并抵销其对利润的影响。

(一)交易当年编制合并报表时的抵销处理

本例中 ,交易前短期投资账面净值为 63 000

元 ,交易后为 68 000元 , 因而我们设置两种情况

的期末市价进行讨论:(1)市价为 62 000元 , (2)

市价为 64 000元

1.短期投资本期全部未售出 。市价为

62 000元 ,子公司提取了跌价准备 6 000元 ,而若

未发生交易 , 母公司只需提取 1 000元跌价准

备 , 因此必须抵销多提的 5 000元 。市价为

64 000元 ,子公司提取的跌价准备为 4 000元 ,而

若未发生交易 , 母公司无需提取跌价准备 , 因此

应全部抵销子公司提取的 4 000元跌价准备。

借: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5 000(4 000)

贷:投资收益 5 000(4 000)

2.短期投资本期全部售出 。因为期末无余

额 , 母子公司均无须计提跌价准备 , 因而也不用

作抵销处理 。

3.短期投资本期部分售出 。若销售比例为

40%,则市价为 62 000元时应抵销 3 000元 ,市价

为 64 000元时应抵销 24 00元。分录同 1所示。

(二)连续编制合并报表时短期投资跌价准

备的抵销处理

连续编制合并报表时抵销跌价准备 , 须考

虑上期跌价准备的计提对本期的影响 、 市价波

动以及短期投资在本期的销售情况。在作抵销

处理时 , 首先抵销上期跌价准备对本期的影响 ,

再按市价波动和出售情况抵销对本期跌价准备

的影响。以下分短期投资在本期的销售情况讨

论各种期末市价情况的抵销处理 。

1.前期内部交易的短期投资本期全部售

出 。从集团公司角度看 ,因子公司上期多提跌价

准备而少计了上期利润 , 本期售出时又因冲销

上期多提的跌价准备 , 从而多计了投资收益 , 本

期均应予以抵销 , 分录见表 2A行 。另外不管市

价有无变动 , 对本期跌价准备计提已无影响 , 不

用再作调整 。

2.前期内部交易的短期投资本期全部未售

出 。首先 ,从集团公司角度看 ,因子公司上期多提

跌价准备而少计了上期利润 ,而本期账上又继续

保留上期多提的跌价准备 ,因此应予抵销。分录

见表 2 B行 。其次 , 还要根据市价变动的情况分

别作处理:第一种情况 ,市价不变 ,即本期期末市

价保持上期的 62 000元或 64 000元 , 此时不需

另作调整 。第二种情况 ,市价变动但不越界。这里

的不越界是指对于上期末市价 62 000元而言波

动范围不超过 63 000元 , 对于上期末市价 64

000元而言 , 波动范围在 63 000元和 68 000元之

间 。(1)市价从 62 000元下跌 500元 ,即期末市价

为61 500元 。这时子公司会补提 500元跌价准

备 ,而从集团公司来看 ,方法相同 ,所以不需另作

调整;市价上涨只要不越界 , 亦同理不作调整。

(2)市价从 64 000元下跌 500元 , 子公司会补提

500元跌价准备 ,而从集团公司看 ,现市价仍高于

其成本 , 无须作此会计分录 , 因此要抵销该部分

跌价准备 , 分录见表 2 C.d栏;市价若上涨 500

元 ,分录相反。第三种情况 ,市价变动越界。(1)市

价从 62 000元上涨到 64 000元 , 子公司将冲回

2 000元上期计提的跌价准备 , 而从集团公司看

只须冲回 1 000元 ,因此应抵销子公司多冲回的1

000元 ,分录见表 2D.e栏。(2)市价从 64 000元

下跌到 62 000元 , 子公司将补提 2 000元跌价准

备 , 而从集团公司看只须提 1 000元 , 因此应抵

销子公司多提的1 000元 ,分录见表2 C.f栏 。(3)

市价从 64 000元上涨到 69 000元 , 子公司将冲

回所有已提的跌价准备 4 000元 , 而公司集团无

须作此分录 , 因此应抵销子公司的这笔分录 , 分

录见表 2 D.g栏。

3.期内部交易的短期投资本期部分售出。

设售出比例为 40%,这时 ,应将短期投资分为已

售和未售两部分 ,按上述思路理解。分录见 E 、F、

G行 。



25

第 5期 方 芳:合并报表中抵销内部非货币性交易的实例探讨 10月

表 2 合并报表

会
计
分
录

市价波动 市价不变 市价变动不越界 市价变动越界

上期未市价 62 000 64 000 62 000 64 000 62 000 64 000 64 000

本期未市价
62 000

a

64 000

b

61 500

c

63 500

d

64 00

e

62 000

f

69 000

g

全
部

销
售

A借:投资收益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5 000
5 000

4 000
4 000

5 000
5 000

4 000
4 000

5 000
5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全
部
未
售

B借: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5 000

5 000

4 000

4 000

5 000

5 000

4 000

4 000

5 000

5 000

4 000

4 000

4 000

4 000

C借: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贷:投资收益 / / /

500

500
/

1 000

1 000
/

D借:投资收益
贷: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 / / / 1 000

1 000
/ 4 000

4 000

销
售
40
%

E借:投资收益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

2 000
3 000

5 000

1 600
2 400

4 000

2 000
3 000

5 000

1 600
2 400

4 000

2 000
3 000

5 000

1 600
2 400

4 000

1 600
2 400

4 000

F借: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贷:投资收益 / / / 300

300
/ 600

600
/

G借:投资收益
贷: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 / / / 600

600
/ 2 400

2 400

然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是通行做法 , 但是从一种会计政策改变为另一
种会计政策也应允许采用未来适用法 。正如在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 重组后的 IASC的

一部分)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论及原准则
向国际会计准则过渡时 , 对要不要追溯调整及

如何进行追溯调整需要妥善处理 。许多委员指
出 “固然要考虑会计信息的一贯性 , 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过多地强调采用追溯调整法” 。(冯淑萍 ,
2001)尤其在我国目前会计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发
育程度不高 , 很难合理确定会计政策变更的累

积影响数 , 同时企业会计人员专业素质有待提
高情况下 ,应该允许采用未来适用法 。这有两方
面的好处:一是减轻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的成
本;二是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直观反映
在当期利润表中(企业会计制度的 “利润表” 补
充资料列示有 “会计政策变更增加或减少利润

总额” 专栏), 可以给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更多
的相关信息 。

4.采用会计报表比较法 。在采用追溯调整

法的同时 , 要求企业提供采用未来适用法计算
的对比报表 , 以给会计报表使用者相关的备考
数据 , 如果由于编表工作量较大方面的原因 , 至
少要求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提供调整项目的采用

追溯调整法和未来适用法计算的对比数据。这
样协调报表与附注的关系 , 既能体现追溯调整

法的优点 , 又能在报表中反映累积数额的影响 ,
并能弥补追溯调整法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过

于简单的缺陷 , 也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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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 , 编制合并报表时集团内部非货
币性交易的抵销受各交易物的账面价值变动 、
市价波动以及其处置方式等等因素的影响 , 在

作抵销处理时应掌握原则 、 全盘考虑 、灵活运
用 ,才不致出现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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