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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销售合并财务报表探讨

张 瑜（副教授）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5）

【摘要】本文通过对逆流销售合并财务报表工作底稿调整与抵销分录的分析，认为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余额从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时，采用完全权益法的思路更易理解，便于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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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集团内部存货逆流销售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一

直是较为复杂的业务，其中，针对内部未实现损益的处理

尤为关键。合并工作底稿的调整与抵销分录中长期股权

投资项目余额从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时，针对集团内部

未实现损益，简单权益法不需扣除内部交易形成的未实

现损益，完全权益法则需扣除内部交易形成的未实现损

益。简单权益法与完全权益法的处理有所不同，但最终合

并金额是一致的。笔者认为采用完全权益法的思路更易

理解，便于掌握。

例：甲公司于2011年年初以银行存款400万元购买了

乙公司 80%的普通股股份。此时乙公司有普通股股本 300
万元、资本公积 60万元、盈余公积 110万元、未分配利润

30万元，且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等。乙公

司2011年实现净利润35万元，提取盈余公积7万元；2012
年实现净利润40万元，提取盈余公积10万元。

2011年 10月乙公司将成本为 80万元的商品销售给

甲公司，不含增值税的售价为 100 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甲公司当年实现对外销售 50%，其余商品于 2012年

实现对外销售。

在进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相关项目抵销时，本文采用基于期初余额的

抵销。

一、2011年合并工作底稿调整与抵销分录

（1）抵销内部存货交易及期末存货中的未实现损益。

借：营业收入 1 000 000；贷：营业成本 900 000，存货

100 000。
（2）调整内部存货交易的所得税影响。借：递延所得

税资产25 000；贷：所得税费用25 000。
（3）抵销乙公司 2011年度提取的盈余公积。借：盈余

公积70 000；贷：提取盈余公积70 000。
（4）将甲公司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年初余额与

乙公司年初所有者权益抵销，并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借：

股本3 000 000，资本公积600 000，盈余公积1 100 000，未
分配利润——年初300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4 000 000，
少数股东权益1 000 000。

（5）反映少数股东净利润及其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

响（35-10）×20%=5（万元）。借：少数股东净利润 50 000；
贷：少数股东权益50 000。

二、2012年合并工作底稿调整与抵销分录

方法一：用简单权益法将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余额从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的处理。

（1）将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年初余额 400万元

调整为简单权益法下年初余额 428万元（400+35×80%=
428）。借：长期股权投资 280 000；贷：未分配利润——年

初 280 000。
（2）调整上年末存货中未实现损益及其对本年利润

的影响。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100 000；贷：营业成本

100 000。
（3）调整上年末存货中未实现损益的所得税影响。

借：所得税费用25 00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5 000。
（4）抵销乙公司 2012年度提取的盈余公积。借：盈余

公积100 000；贷：提取盈余公积100 000。
（5）将甲公司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年初余额与

乙公司年初所有者权益抵销，并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借：

股本3 000 000，资本公积600 000，盈余公积1 170 000，未
分配利润——年初 560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4 280 000，
少数股东权益1 050 000。

（6）反映少数股东净利润及其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

响（40+10）×20%=10（万元）。借：少数股东净利润100 000；
贷：少数股东权益100 000。

关注上述调整与抵销分录（1）和（5）。由于第（1）笔中

按简单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投资年初余额为428万元，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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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笔抵销的甲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也为428万元。同时，

分录（5）中抵销的乙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56万元。我们

知道，乙公司个别报表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58万元（30+
35-7），在此分录中抵销的 56万元金额不易理解。如果在

有合并价差的情况下，确认此分录中应抵销的乙公司年

初未分配利润就更为复杂。

方法二：用完全权益法将长期股权投资项目余额从

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的处理。

在此方法下，调整与抵销分录（2）、（3）、（4）、（6）同

上。对（1）和（5）笔金额稍作变动。即：

将成本法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年初余额调整为完全权

益法下年初余额 420万元［400+（35-10）×80%］。借：长期

股权投资200 000；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200 000。
将甲公司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年初余额与乙公

司年初所有者权益抵销，并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借：股本

3 000 000，资本公积600 000，盈余公积1 170 000，未分配

利润——年初 480 000；贷：长期股权投资4 200 000，少数

股东权益1 050 000。
由于第（1）笔调整分录按完全权益法调整长期股权

投资年初余额为 420万元，故第（5）笔抵销的甲公司长期

股权投资也为420万元。同时，第（5）笔分录中抵销的乙公

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48万元。乙公司个别报表上年初未

分配利润为58万元，但在调整与抵销分录（2）中已经抵销

了其中10万元年初未实现损益，剩下48万元刚好在分录

（5）中抵销。

比较方法一与方法二可知，方法二的处理思路更清

晰，不管在财务会计实务或教学中更利于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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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本 还 原 ”四 问

李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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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逐步综合结转分步法，一般教科书介绍了成本还原的方法，但对于为什么这样进行成本还原没有

做出更多的解释，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深入剖析了四个密切相关问题，以加深学生对“成本还原”的

理解。

【关键词】分步法 成本还原 直接材料 半成品

成本还原是指将本月产成品成本中所耗上一步骤半

成品的综合成本逐步进行分解，还原为按直接材料、直接

人工、制造费用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成品成本资料。

成本还原是逐步综合结转分步法的重点和难点，学生普

遍认为还原的过程十分复杂，对为什么这样进行成本还

原不理解，对一些数据的内在承接关系不明白。笔者认

为，要想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必须给学生讲清楚以下四

个问题：

一、除了第一生产步骤外，其他步骤是否还会发生直

接材料费用？如果其他步骤发生直接材料费用，该如何进

行成本还原？

在目前成本教科书所举的例子中，都假设产品生产

所需的直接材料或半成品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第一

步骤外的生产步骤都是在上一步骤半成品的基础上加上

本步骤的加工费用。很多学生质疑：为什么第一步骤外的

其他步骤直接材料项下只有半成品，难道都不发生材料

费用吗？

其实在实际生产中，除第一步骤外的其他步骤一般

也会发生材料费用，例如饺子车间包好的饺子到了包装

车间还要耗费大量包装材料。为了简化处理，如果耗费的

是间接材料或虽然是直接材料但金额比较小的，企业根

据重要性原则一般计入了制造费用。如果发生的直接材

料金额比较大，那么也可以在成本计算单中单列“直接材

料”一项，和“半成品”并列，最终用和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一样的方法进行成本还原。

现举例说明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