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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交叉持股最早源于日本，于上世纪 90年代在我国首次出

现。企业交叉持股的动机由最初的防止被恶意收购逐步发展

成为获取资金而与银行形成交叉持股、整合企业资源、控制产

品市场形成垄断等。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交叉持股比例的

相关规定不同（如美国虽未明文禁止母子公司交叉持股，却对

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表决权做出了限制），其研究内容也不尽相

同，特别是在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面。

我国对交叉持股的法律规范相对欠缺，并未对公司交叉

持股比例及表决权做出具体规定。2007年开始实施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对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

范围做了详细的规定，据此可以得出：交叉持股下合并财务报

表的编制范围仅限于母子公司交叉持股、集团公司内部子公

司间相互持股和集团公司既存在母子公司交叉持股又存在子

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等三个方面。

当前交叉持股下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主要有两个：

库藏股法和交互分配法。本文主要探讨库藏股法下合并财务

报表的编制。

二、理论基础

母公司理论认为，合并财务报表仅仅是母公司财务报表

的延伸和充实，其所侧重反映的是母公司或控股股东在合并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中所占有的份额，不太注重少数股东

的权益。鉴于此，合并资产负债表实质上是对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的修正，用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来调整子公司的净

资产；合并损益表则是母公司股东净损益形成情况的报告，即

按子公司的营业收入、费用项目替代母公司从子公司获得的

投资收益。因而，母公司理论将合并财务报表的重点放在具有

统治地位的控股股权上，而少数股权则被视为合并财务报表

的一个补充。

采用母公司理论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主要特点是：

1. 母公司在用购买法取得控制股权时，对子公司的净资

产属于母公司的部分按市价合并，对属于少数股东的权益则

按子公司的账面价值计列。该观点认为，少数股东的权益并没

有被购买，应该保持购买前的账面价值。

2. 将合并净收益视为母公司股东的净收益，不把少数股

权列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股东权益部分，将少数股权应享有

的净收益份额列为一项费用。

3. 对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若为顺向交易则全额抵销；

若为逆向交易，则按母公司应享有的份额比例抵销。

4. 合并过程中产生的商誉属于母公司，即母公司的购买

成本超过其取得子公司净资产市价的比例份额，作为母公司

的商誉处理，少数股东权益不受商誉影响。

库藏股法源于母公司理论，其具体做法为：在相互持股情

况下，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将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份视为

企业集团的库藏股，因而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按成本加以保留，在合并资产负债表上将其列为所有者权益

的减项。

三、实务处理

目前，母公司理论得到广泛应用。美国、英国及日本等国

家都使用这一理论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对附属公司投资的会计》也基本采

用母公司理论。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对母公

司理论下的实务处理做了部分修正。

非同一控制下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涉及三个步骤：

淤母子公司个别报表的调整，包括子公司个别报表中可辨认

净资产的调整和母公司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

调整）及投资收益的调整。于集团内部股权投资交易的抵销，

包括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股东权益的抵销，母公司

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的抵销。盂母子公司内部交易的

抵销。在母子公司交叉持股的情况下，还需对子公司取得的母

公司分派的现金股利进行抵销。由于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份

的比例通常较低，难以达到重大影响的标准，因而一般无需专

门调整子公司个别报表的项目。因此，在库藏股法下，合并财

务报表的编制除上述步骤外，还需将子公司持有母公司的股

权投资作为集团内部的库藏股，列为“股本”的减项。同时，将

子公司自母公司取得的现金股利视为内部股利，与其投资收

益相抵销。

例：20伊1 年 1 月 1日，A公司以银行存款 1 650 万元取

交叉持股下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库藏股法

【摘要】与普通的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相比，交叉持股企业编制的难点更多体现在子公司持有母公司权益的处理及投资

收益的确定上。本文主要探讨库藏股法的理论基础、会计处理并进行了举例说明，最后对该方法进行了评析并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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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B 公司 80%的股权，当日 B公司各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相等，其股东权益总额为 2 000万元，其中，

股本1 500万元、留存收益 500 万元（本文为简化核算，将所

有者权益分为股本和留存收益两大类）。20伊1年，A公司实现

自身净利润（不含投资收益，下同）300 万元，未分派现金股

利；B公司实现自身净利润 150万元，分派现金股利 50万元。

20伊2 年 1月 1 日，B公司以 200万元购入 A 公司 10%

的股权。20伊2年 A公司实现自身净利润 500万元，分派现金

股利 50万元；B公司实现自身净利润 100万元，分派现金股

利 20万元。其他信息如下表（合并工作底稿）所示。

假定合并前后 A、B公司不受同一方控制，双方均应采用

成本法核算。

20伊2年采用库藏股法的会计处理如下：A公司在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时对于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调整为

权益法。20伊1 年和 20伊2 年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120 万元

（150伊80%）和 84万元（105伊80%），而成本法下各年确认的投

资收益为分派的现金股利中所应享有的份额，即 20伊1年和

20伊2 年成本法下的投资收益分别为 40 万元（50伊80%）和

16 万元（20伊80%）。因此，在 A 公司的个别报表中，“长期股

权投资”项目需调增 148 万元［（120+84）-（40+16）］，其中，

“留存收益———期初”项目需调增 80 万元（120-40）；“投资收

益”项目需调增 68万元（84-16），相关项目也应一并调整。

会计处理如下：

1. 调整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借：长期股权投资———A公司 148

贷：留存收益———期初 80

投资收益 68

调整后的 A公司个别报表中，“长期股权投资———B 公

司”为 1 798万元（1 650+148）；“投资收益———B公司”为 84

万元（16+68）。通过调整，为后续抵销分录的编制奠定基础。

2. 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抵销，确

认少数股东权益。

借：股本 1 500

留存收益———期末 685

商誉 50（1 650-2 000伊80%）

贷：长期股权投资———A公司 1 798

少数股东权益 437（2 185伊20%）

3. 母公司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利润分配的抵销，确认少数

股东损益。

借：投资收益 84

少数股东本期损益 21（20%伊105）

留存收益———期初 600

贷：利润分配———现金股利 20

留存收益———期末 685

4. 将子公司持有的母公司股份视为库藏股，抵销子公司

对母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确认为库藏股。

借：库藏股 200

贷：长期股权投资———A公司 200

5. 将子公司取得母公司分派的现金股利视为内部股利，

抵销子公司投资收益。

借：投资收益 5（50伊10%）

贷：利润分配———现金股利 5

四、评析及结论

与交互分配法相比：库藏股法下的会计处理较为简单，仅

需在一般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基础上将子公司持有的母公司

股份视为库藏股并抵销子公司自母公司取得现金股利。另外，

该方法不违背会计基本假设及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且从合并

财务报表编制的角度看，采用库藏股法也是合理的，但库藏股

法下计算的净利润相对不够精确，由此计算出的某些财务指

标存在误导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可能。此外，其适用范围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即仅适用于母子公司间相互持股的情况，对于子

公司之间相互持股的情况，库藏股则失去了应用的基础。

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都采用库藏股法（包括采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的国家）。在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大环境下结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采用库藏股法编制母子公司交叉持

股情况下的合并财务报表是可行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使

用者对财务报告信息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交叉持股相关

规定的不断完善，库藏股法还需接受进一步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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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长期股权投资要要要B公司

要要要A公司

商誉

其他资产

资产合计

股本

减院库藏股

留存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数股东权益

股东权益合计

自身净利润

投资收益要要要B公司

要要要A公司

净利润

少数股东本期损益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留存收益要要要期初

利润分配要要要现金股利

留存收益要要要期末

公司A

1 650

1 546

3 196

2 390

806

3 196

500

16

516

340

50

806

公司B

200

1 985

2 185

1 500

685

2 185

100

5

105

600

20

685

借方

148

50

1 500

200

68

5

21

600

686

贷方

1 798

200

437

84

80

20

5

686

合并数

50

3 531

3 581

2 390

200

954

3 144

437

3 581

600

600

21

579

420

45

954

调整和抵销

合并工作底稿（20伊2年） 单位院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