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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

邓亦文渊教授冤

渊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 长沙 410151冤

【摘要】企业集团内部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计提的跌价准备，其抵销分录编制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

集团提供合并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文以实例的形式阐析了如何编制这两种内部资产减值准备的抵销分录，

旨在给广大财会人员提供一种思路，从而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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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财会人员对企业集团内部交易形成的应收账款、存

货等计提的减值准备，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时怎样

编制其抵销分录感到为难。这个问题阻碍了企业集团合并财

务报表编制工作，最终影响了合并财务报表的信息质量。为

此，笔者在本文中通过实例，分析了这两种内部资产减值准备

抵销分录的编制过程。

一、内部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抵销分录的编制分析

在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成员企业之间的债权债务

项目必须抵销，而在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下，由于坏

账准备是应收账款的备抵项目，因此随着内部应收账款的抵

销，与此相关联的坏账准备项目也必须抵销。现举例说明如下：

例 1: 红星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坏账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

按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 4%计提坏账准备，2010年初母公司

无“坏账准备”账户余额。2010年末母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有 280 万元应收账款为应向 M 子公司收取的销货款，2011

年末母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350 万元应收账款全部为 M

子公司的应付账款，2012年末母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300

万元应收账款全部为M子公司的应付账款。

要求：为红星企业集团母公司分别编制 2010 年、2011

年、2012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有关应收账款计提或

冲回坏账准备的抵销分录（内部债权债务的抵销分录略）。

（1）2010年度。依题可知，红星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在本年

是首次对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当年计提坏账准备的金

额=2 800 000伊4%原0=112 000（元）。站在母公司个别单位的角

度，2010年末母公司应编制如下会计分录：借：资产减值损失

112 000；贷：坏账准备 112 000。

母公司通过登记“坏账准备”等账户，在 2010年末编制的

个别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账款”项目的期末数中扣减了备抵

项目“坏账准备”的金额 112 000元，并以净额列报。

然而从整个红星企业集团的角度来看，以母公司牵头编

制 2010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时，为反映企业集团真

实财务状况，需将企业集团内部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112 000元予以抵销，编制抵销分录。那么，如何编制分录呢？

方法是将母公司 2010年末编制计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分录予

以反向，且将“资产减值损失”账户与“坏账准备”账户分别转

换成利润表中的“资产减值损失”项目和资产负债表中的

“应收账款”项目，因为“坏账准备”项目是“应收账款”项目的

备抵项目。由此，这笔抵销分录为：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12 000；贷：资产减值损失 112 000。

（2）2011年度。因本年末母公司应收 M子公司账款的余

额为 350万元，比上年末的应收余额 280万元增加了 70万

元，故母公司本年应当对应收账款补提坏账准备，补提坏账

准备的金额=（3 500 000原2 800 000）伊4%=28 000（元），或为

3 500 000伊4%原112 000=28 000（元）。

由第（1）点分析可知，站在母公司个别单位的角度，2011

年年末需编制补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分录，但站在整个红星企

业集团的角度，以母公司牵头编制 2011年度合并财务报表

工作底稿时，应编制如下抵销分录：借：应收账款———坏账准

备 28 000；贷：资产减值损失 28 000。

那么，是否仅编制这一笔补提坏账准备的抵销分录就行

呢？其实，上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中编制的抵销坏账准

备分录，母公司并未据以登记“坏账准备”与“资产减值损失”

账户，它只是用来确定当年合并财务报表中“应收账款”与“资

产减值损失”项目的合并数而已。因此，在母公司连续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的情况下，上年已抵销计提的坏账准备，在本年应

继续抵销，编制抵销分录。但上年在抵销时，由于贷记（即减

少）了“资产减值损失”项目数，使得合并利润表中的“利润总

额”项目数与“净利润”项目数增加，最终使得合并所有者权益

变动表中的“期末未分配利润”项目数增加。因此，在不考虑所

得税影响的情况下，母公司编制抵销分录如下：借：应收账

款———坏账准备 112 00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12 000。

这样又能使得本年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的“期初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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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利润”项目的合并数与上年度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

的“期末未分配利润”项目的合并数相互钩稽。上述两笔抵销

分录，也可以合并成一笔编制。

（3）2012年度。因本年末母公司应收 M子公司账款的余

额为 300万元，比上年末的余额 350 万元减少了 50 万元。

故母公司本年应冲回应收账款原多提的坏账准备，冲回坏账

准备的金额=（3 000 000原3 500 000）伊4%=原20 000（元），或为

3 000 000伊4%原（112 000+28 000）=原20 000（元）。

由第（1）点的分析可知，站在母公司个别单位的角度，

2012 年年末需编制冲回原多提坏账准备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坏账准备 20 000；贷：资产减值损失 20 000。

但从整个红星企业集团的角度，以母公司牵头编制 2012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时，应编制如下抵销分录：借：资

产减值损失 20 000；贷：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20 000。

由第（2）点的分析可知，同时还应将前两年累计已计提的

坏账准备 140 000元（112 000+28 000）在本年予以继续抵销，

编制如下抵销分录：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140 000；贷：

未分配利润———年初 140 000。

二、内部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抵销分录的编制分析

企业集团内有关成员企业之间发生内部存货交易后，内

部交易的买方期末按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低于该存货的成本

（内部交易卖方的价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而在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必须是站在整个企业集团的角度，反映整个

企业集团的期末存货真正计提的跌价准备、确认减值损失。因

此，为了确保提供合并财务报表信息的真实、可靠，我们有必

要对内部交易的存货多计提的跌价准备作出抵销处理，或对

少计提的跌价准备作出补提调整。现举例分析说明如下：

例 2：红星企业集团的母公司 2011年 10月 20日将一批

成本为 60 000元的 A库存商品以 68 000元的价格销售给其

某子公司，该子公司到 2011年末，并未将该批 A库存商品售

出企业集团。当年末，子公司的该批 A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

值为 56 000元。

要求：为红星企业集团母公司编制 2011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工作底稿中有关内部交易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抵销分录

（其他抵销分录略）。

首先，从买方子公司的角度来看：因当年末该批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 56 000元低于其账面（历史）成本 68 000元，故该子

公司应在年末对该批内部交易存货计提跌价准备 12 000元

（68 000原56 000），并编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分录如下：

借：资产减值损失 12 000；贷：存货跌价准备 12 000。

同时该子公司通过登记“存货跌价准备”等账户，在 2011

年末编制的个别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期末数中扣减了

备抵项目“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 12 000元，以净额列报。

然而从整个红星企业集团的角度来看：因该批存货年末

的真实成本为 60 000元，年末的可变现净值仍为 56 000元，

低于其年末的真实成本，故整个红星企业集团在当年末应反

映该批存货真正计提的跌价准备为 4 000元（60 000原56 000）。

这样，编制整个企业集团 2011年度的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

时，就必须将该子公司当年内部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8 000

元（12 000原4 000），以报表上的项目反向予以抵销，以反映整

个红星企业集团真实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信息。参照前述

例 1的第（1）点分析，可编制抵销分录如下：借：存货———存

货跌价准备 8 000；贷：资产减值损失 8 000。

例 3：承例 2资料，只是假设 2011年末该批 A库存商品

的可变现净值为 63 000元。要求同例 2。

首先，从买方子公司的角度来看：年末对该批内部交易存

货应计提的跌价准备=68 000原63 000=5 000（元），并编制计

提的会计分录。然后，从整个红星企业集团的角度来看：因该

批存货年末可变现净值 63 000 元跃其年末真实成本 60 000

元，表明该批存货在企业集团未发生跌价损失，故不用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因而须将该子公司当年内部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 5 000 元以报表上的项目反向予以抵销，编制抵销分录为：

借：存货———存货跌价准备 5 000；贷：资产减值损失 5 000。

例 4：承例 2资料，只是假设 2011年末该批 A库存商品

的可变现净值为 70 000元。要求也同例 2。

首先，从买方子公司的角度来看：因该批存货年末可变现

净值 70 000元跃其年末账面（历史）成本 68 000元，故该子公

司内部交易的该批存货在当年未发生跌价损失，因而不存在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问题。然后，从整个红星企业集团的角度

来看：显然该批存货的年末可变现净值 70 000元跃其年末真

实成本 60 000元，该批存货在企业集团未发生跌价损失，故

不存在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问题，因而无须编制抵销分录。

例 5：承例 2资料，假设 2012 年该子公司仍未将该批 A

库存商品售出企业集团，年末其可变现净值变为 53 000元。

要求：为红星企业集团母公司编制 2012年度合并财务报

表工作底稿中有关内部交易存货计提跌价准备的抵销分录

（其他抵销分录略）。首先，参照例 1的第（2）点分析，将上年

（2011年）内部交易存货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8 000元，以

报表上的项目反向予以抵销，编制抵销分录：借：存货———存

货跌价准备 8 00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8 000。然后，考虑

本年（2012年）存货是否存在跌价准备的抵销问题。

从买方子公司的角度来看：年末对该批内部交易存货应

补提的跌价准备=（68 000原53 000）原12 000（“存货跌价准备”

账户贷方余额）=3 000（元）。从整个红星企业集团的角度来

看：该批内部交易存货在当年末应真正反映补提的跌价准

备=（60 000原53 000）原4 000（上年真正计提数）=3 000（元）。

可见，该子公司当年应补提的内部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与

企业集团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真正反映的补提数相同，故不

存在抵销存货跌价准备多提的问题，也就无需编制抵销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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