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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前者的利息记入“应收利息”，后者的计息

记入“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每期末的投资收

益、债券的摊销额均不相同，但 5年的投资收益总额和债
券的摊销总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不考虑资金时间价

值的情况下，两种不同的计息方式会影响到各期的损益，

但不会影响到连续几个计息期的总损益。

3. 2×14年末处置时的会计处理。
（1）分期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 1 000 000；贷：持

有至到期投资——成本1 000 000。
（2）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1 30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应计利息
300 000。
可见，若不考虑减值或其他因素，在持有至到期投资

到期处置时，两种计息方式的会计处理基本相同，不同的

只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除了收到本金外，还一次性

收到了所有的利息。

4. 若在 2×14年 1月 1日将该债券出售，获得价款共
计110万元。则：
（1）分期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1 100 000，持有至

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7 927.8；贷：持有至到期投资
——成本1 000 000，投资收益117 927.8。

（2）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借：银行存款
1 100 000，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6 526.66，投
资收益 113 473.34；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应计利息240 000。
同样的出售价款，分期付息方式下盈利117 927.8元，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方式下亏损113 473.34元。为什么会出
现这么大的差别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两者的计息方式

不同，导致前者账面价值中只包括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原

始成本加上或减去未摊销的利息，而后者账面价值中除

了包括前者中的两部分之外，还包括出售前每期计算但

未收到的“应计利息”。这样，同等情况下后者的账面价值

就比前者高，出售时的损益自然就比前者少。

综上所述，只有在真正理解持有至到期投资内涵的

前提下，将两种不同的付息方式进行全面的比较，才能对

实际利率、摊余成本、投资收益等各个概念的计算和处理

有深刻的理解，从而在实践中熟练地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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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前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
表》都规定，凡符合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的公司，无论

是子公司还是特殊目的主体，母公司在合并日或购买日

及以后各年年末都要编制合并报表，合并方法都是期末

余额调整抵销法。实际上，会计报表的合并方法还存在期

初余额调整抵销法。这两种方法的处理结果完全相同，但

在处理思路、繁简程度等方面各有优缺点，在实务中都可

采用。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介绍一下期初余额调整抵销

法，并对这两种方法作一定的比较分析。

一、期初余额抵销法与期末余额抵销法抵销思路的

差异

（一）期初余额抵销法的抵销思路

期初余额抵销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合并日或购买日之

后的各会计期期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将母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调整到某期期初时的余额，然

后将此时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及少数股东权益同子公司

邓九生（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4）

【摘要】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方法除期末余额调整抵销法外，还有期初余额调整抵销法，二者的处理结果相同。

本文对其处理思路、繁简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键词】期初余额调整抵销法 期末余额调整抵销法 抵销分录

期初余额抵销法、期末余额抵销法对比
——基于同一控制企业合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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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抵销法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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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期股权投资期初余额抵销法基本思路

的所有者权益相抵销，再对当期母子公司间发生的经济

业务进行抵销或调整处理。

假设在企业合并时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余额

为C0，以后期间在按权益法调整至第n期期初的余额时，
以Cn-1表示；Cn-1实际上等于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调整

至第n-1期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抵销法的基本思路如图1
所示。

（二）期末余额抵销法的抵销思路

期末余额抵销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合并日或购买日之

后的各会计期期末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将母公司

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调整到某期期末时的余额，然

后将这时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连同少数股东权益一起与

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相抵销，再对当期母子公司间发生

的经济业务进行抵销或调整处理。同理，假设在企业合并

时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余额为C0，长期股权投资

在按权益法调整后第n期期末余额为Cn，其基本思路如图

2所示。

二、期初余额抵销法与期末余额抵销法调整抵销分

录比较

由上述分析可知，两种方法的抵销思路存在着差异，

因此期初余额抵销法与期末余额抵销法的调整抵销分录

的编制步骤和内容也必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由于企业

合并存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期初余额抵销法与期末余额抵销法在这两种情况

下的应用原理相同，因此下文主要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合并中期初余额抵销法与期末余额抵销法间的联系与抵

销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一）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下两种方法的抵销内容

在不考虑母子公司间内部交易情况下，期初余额抵

销法下调整与抵销分录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①将长
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下的余额；②将母公
司确认的对子公司投资收益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上的“对股东分配”项目抵销；③抵销子公司第n年提取的
盈余公积中属于少数股东的份额；④将母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调整后的第n期期初余额同子公司相应的所有者
权益抵销；⑤反映当期净利润对少数股东损益及其对少
数股东权益的影响；⑥恢复子公司年初盈余公积与未分
配利润中属于母公司的份额。

期末余额抵销法下调整与抵销分录内容在不考虑母

子公司间内部交易情况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将长期
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法下的余额；②将对子公
司的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当年利润分配相抵销；③将母公
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后的第 n期期初余额同子公司相
应的所有者权益抵销；④恢复子公司年初盈余公积与未
分配利润中属于母公司的份额。

期初余额抵销法与期末余额抵销法调整抵销分录的

内容比较，可见下文实例中表1所示的分录内容。
（二）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下两种方法的差异性分析

从两种方法的思路来看，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编

制抵销分录时所用数据时点不同，特别是在将母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相抵销时，期末余

额抵销法用的是期末资料，期初余额抵销法用的是期初

数据。

结合下文表 1所示，对两种方法关系分析如下［为便
于分析，下文将结合表 1中调整抵销分录的编号辅助说
明，期初余额抵销法的编号分别是（1）（2）（3）（4）（5）（6），
期末余额抵销法的编号分别是①②③④］：

1. 长期股权投资余额。相对于期末余额抵销法，期初
余额抵销法中的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在按权益法进行调整

时，其数额要比期末余额抵销法中长期股权投资余额少

了对第n期投资收益按比例享有的那部分。
2. 股利分配。两种方法都需要进行有关股利分配内

容的调整：期初余额抵销法采用抵销分录（2）进行抵销，
以调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中的相应项目，期末余额抵

销法采用抵销分录②进行抵销，当然抵销分录②中的“投
资收益”和“少数股东损益”不仅只包含股利分配金额，还

包括盈余公积的提取数。

3. 投资收益。由于在母公司对子公司形成控制关系
情况下，长期股权投资平时采用成本法进行会计处理，因

此子公司第n期的净利润对母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除了
在股利分配时存在外，没有其他影响，所以在编制合并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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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表时，在期初余额抵销法中，只通过抵销分录（3）调
整股利分配时对投资收益的影响即可，在将长期股权投

资按权益法进行调整时，由于不涉及第n期净利润，所以
不存在对投资收益的抵销或调整。

但期末余额抵销法则不同，除了第n期分配股利会对
母公司投资收益产生影响外，由于其数据时点是第n期期
末，长期股权投资在按权益法进行调整时，母公司按投资

比例对子公司净利润享有部分应反映在利润表中，由此

需要通过抵销分录①②结合将股
利分配和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

调整两因素对投资收益影响进行

调整抵销。

4. 盈余公积。期初余额抵销
法由于采用的数据时点是期初，

因此在将长期股权投资和少数股

东权益同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相抵

时，不存在抵销当期提取盈余公

积问题，当期子公司提取的盈余

公积仍保留于子公司资产负债表

中，这也是企业合并中权益合并

法的要求，即子公司的留存收益

中归属于母公司部分应反映在报

表中，视同母子公司自合并当期

期初至目前一直作为一个整体运

行，因此，在期初余额抵销法中还

要编制调整分录（6）以恢复抵销
分录（4）所抵销的合并当期期初
至第n期期初止的留存收益。
而在期末余额抵销法中，由

于抵销分录③中是期末时点数
据，因此其中的盈余公积金额比

抵销分录（4）中的盈余公积金额
多第 n期提取的部分，也就是说
抵销分录③抵销的是合并当期期初至第 n期期末的盈
余公积数，有关当期提取盈余公积金额的抵销是通过抵

销分录②进行的。换言之，在期末余额抵销法中，有关盈
余公积至第n期期末累计金额的抵销是通过调整抵销分
录②③共同完成的。同样在期末余额抵销法中，也要将子
公司的留存收益中归属于母公司部分应反映在报表中，

通过调整分录④完成。
5. 期末未分配利润。抵销分录③中的“未分配利润

（期末）”比抵销分录（4）中的“未分配利润（期初）”多第n
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他们之间的关系可通过调整抵销

分录②表现，即未分配利润（期初）加上当期净利润形成
分配来源并进行分配后，形成未分配利润（期末）。

（三）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下两种方法的关联性分析

1. 在数量关系上存在勾稽关系。由上述差异分析可
知，期初余额调整抵销法和期末余额调整抵销法实际上

还存在逻辑上的勾稽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期末余

额调整抵销法中的抵销分录②③的合并形成的综合调整
抵销分录，又可以分解为期末余额调整抵销法中的抵销

分录①和初期余额抵销法中的（2）（4）（5）。详细勾稽关系
如图3所示。

2. 抵销效果相同。
例：设A公司 2×11年 1月 1日以 212 000元银行存款

购买了B公司80%的股权，A公司控制了B公司。此时B公
司股本为 50 000元，资本公积为 40 000元，盈余公积为
107 000元，未分本配利润为13 000元。该项控制合并为同
一控制下的合并。

假定：Ⅰ. 2×11年B公司实现净利润 21 000元，提取
盈余公积 2 100元，当年没有分配股利，年末未分配利润
31 900元，2×11年母子公司间未发生集团内部交易。Ⅱ. 2×12
年2月B公司发放现金股利16 000元，2×12年实现净利润
54 000元，提取盈余公积 5 400元。公司的会计处理与税
法规定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且不考虑对合并财务报表

图 3 同一控制企业合并下两种方法的关联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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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说明问题，上表中的调整抵销分录的编制内容是假定母子公司间除

投资收益分配外没有内部交易；为不失一般性，还假定子公司中存在少数股东

权益，子公司股本、资本公积资料不变。另外，虽然现行准则中规定子公司中归

属于母公司的留存收益部分可以在附注中单项披露，但理论界对此仍存在争

议。为更清晰地反映会计信息，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本文仍然采用恢复子公

司中归属于母公司留存收益部分的做法。

表 1 分别按两种方法中编制的调整抵销分录
2×12年12月31日 单位：元

期初余额抵销法

（1）将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
权益法下的余额
借：长期股权投资（期初） 16 800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母公司）

16 800
（21 000×0.8）

（2）将母公司确认的对子公司投资收
益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上的
“对股东分配”项目抵销
借：投资收益 12 800
少数股东权益 3 200
贷：向股东分配利润 16 000

（3）抵销子公司第 n年提取的盈余公
积中属于少数股东的份额（因子公
司留存收益中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部
分不反映在合并报表中）
借：盈余公积（当期） 1 080
贷：提取盈余公积 1 080

（5 400×0.2）

（4）将母公司的长期股投资调整后的
第 n期期初余额同子公司相应的所
有者权益抵销
借：股本 50 000
资本公积 40 000
盈余公积（期初） 109 100

（107 000+2 100）
未分配利润（期初） 31 9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期初） 184 800

［（210 000+21 000）×0.8］
少数股东权益（期初） 46 200
［（210 000+21 000）×0.2］

（5）反映当期净利润对少数股东损益
及其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
借：少数股东损益（当期） 10 800
贷：少数股东权益（当期） 10 800

（6）恢复子公司年初盈余公积与未分
配利润中属于母公司的份额
借：资本公积 96 000
贷：盈余公积 87 280

（109 100×0.8）
未分配利润（期初） 8 720

（31 900×0.8-16 800）

期末余额抵销法

①将长期股权投资由成本法调整为权益
法下的余额
借：长期股权投资（期末） 47 200
贷：年初未分配利润（母公司） 16 800
投资收益 30 400

［（54 000-16 000）×0.8］

②将对子公司的投资收益与子公司当年
利润分配相抵销
借：投资收益 43 200
少数股东损益 10 800
未分配利润（期初） 31 900
贷：提取盈余公积 5 400
向股东分配利润 16 000
未分配利润（期末） 64 500
（31 900+54 000-16 000-54 000）

不涉及

③将母公司的长期股投资调整后的第 n
期初余额同子公司相应的所有者权益抵
销
借：股本 50 000
资本公积 40 000
盈余公积（期末） 114 500

（10 700+2 100+5 400）
未分配利润（期末） 64 500
贷：长期股权投资（期末） 215 200

［（210 000+21 000+54 000-16 000）×0.8］
少数股东权益（期末） 53 800

［（210 000+21 000+54 000-16 000）×0.2］

②③中已考虑

④恢复子公司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中
属于母公司的份额
借：资本公积 96 000
贷：盈余公积 91 600

［（109 100+5 400）×0.8］
未分配利润（期初） 4 400

（64 500×0.8-47 200）

的影响。2×12年A公司与B公司的个别
报表部分内容如表2所示。现编制2×12
年A、B公司合并报表调整抵销分录，并
登记合并工作底稿。

根据上述资料，下文分别编制了期

初余额抵销法和期末余额抵销法下的

调整抵销分录，分录的具体内容如表 1
所示，并将分录数据登记到合并工作底

稿表2中。
由上述实例计算分析可知，采用期

初余额调整抵销法和期末余额调整抵

销法进行会计报表合并，所得到的结果

是一致的，这表明无论采用上述两种

方法中的哪一种进行合并报表的编

制，都是可行的。

三、期初余额抵销法和期末余额抵

销法简评

1. 繁简程度不同。期末余额抵销法
的最大优点就是简单，需要编制的分录

少，在不考虑会计期间母子公司间由于

内部交易需要编制一些相应的会计分

录外，其他的分录主要就是四个方面的

会计分录，包括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

利润表的调整抵销、资产负债表的调整

抵销、盈余公积的恢复。

而期初余额抵销法比较繁琐，至少

需要编制六个方面的调整抵销分录，包

括长期股权投资的调整、当期的股利分

配、少数股东权益或损益的调整抵销、

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抵销，盈

余公积的恢复，这就有可能导致这种方

法掌握起来可能有一定难度。

2. 逻辑性方面。本文认为，期末余
额抵销法更多的是按合并利润表、合并

资产负债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

思路顺序进行设计，实务性、制度规范

性特征突出，但理论性基本原因不明，

逻辑性和体系性不强。

期初余额抵销法则不同，其每个分

录的编制都很严格地按权益结合法的

理论要求进行，每个分录的调整抵销目

的十分清楚，理论逻辑性强，整个调整

抵销分录体系性明显，如果实务操作者

熟悉权益结合法，则便于其从整体上深

入理解这种方法的整个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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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润
表
及
所
有
者
权
益
部
分

资
产
负
债
表
项
目

项 目

……

投资收益

……

净利润

少数股东净利润

年初未分配利润

提取盈余公积

对股东分配

年末未分配利润

……

长期股权投资——B

……

资产总计

……

股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少数股东权益

负债与股东权益总计

A公司

…

12 800/30 400∗

…

105 000

50 200

10 500

62 000

82 700

…

168 000

…

1 272 000

…

200 000

556 000

253 300

82 700

1 272 000

B公司

…

200

…

54 000

31 900

5 400

16 000

64 500

…

…

439 000

…

50 000

40 000

114 500

64 500

439 000

合计金额

…

13 000/30 600∗

…

159 000

82 100

15 900

78 000

147 200

…

168 000

…

1 711 000

…

250 000

596 000

367 800

147 200

1 711 000

期初余额抵销法

调整与抵销分录

借方

…

（2）12 800

…

12 800

（5）10 800

（4）31 900

44 700

…

（1）16 800

…

16 800

…

（4）50 000

（4）40 000
（6）96 000

（3）1 080
（4）109 100

44 700∗∗

（2）3 200

344 080

贷方

…

…

（1）16 800
（6）8 720

（3）1 080

（2）16 000

42 600

…

（4）184 800

…

184 800

…

（6）87 280

42 600∗∗

（4）46 200
（5）10 800

186 880

合并金额

…

200

…

146 200

10 800

75 720

14 820

62 000

145 100

…

0

…

1 543 000

…

200 000

460 000

344 900

145 100

53 800

1 543 000

期末余额抵销法

调整与抵销分录

借方

…

②43 200

…

43 200

②10 800

②31 900

③64 500
139 600

…

①47 200

…

47 200

…

③50 000

③40 000
④96 000

③114 500

139 600∗∗

440 100

贷方

…

①30 400

…

30 400

①16 800

②5 400

②16 000

②64 500
④4 400
137 500

…

③215 200

…

215 200

…

④91 600

137 500∗∗

④53 800

282 900

合并金额

…

200

…

146 200

10 800

67 000

10 500

62 000

4 400
145 100

…

0

…

1 543 000

…

200 000

460 000

344 900

145 100

53 800

1 553 800

注：∗表示按期末余额抵销法计算的资料。∗∗表示其数据是从利润分配表相应项目中抄写过来的。

表 2 A公司与B公司的个别报表部分数据及抵销结果对照表
2×12年12月31日 单位：元

3. 综合性方面。期末余额抵销法编制的调整抵销分
录较为综合，特别是抵销分录②似乎是在给出一种公式，
即按分配来源等于分配结果编制调整分录即可，但其隐

含了权益结合法中的较多理论内容，如少数股东损益的

反映问题、母公司股东享有留存收益反映问题、股利分配

问题等。另外，这种方法的综合性还表现在将股权投资与

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相抵销时，其用期末时点数据一次性

调整抵销，除集团内部交易影响外，一般是不分期初和当

期数据进行调整抵销的。

而期初余额抵销法则比较明细，基本上每个分录都

是为了满足一种理论要点要求，不仅如此，这种方法在将

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相抵销时，明显地分期初

数据和当期数据进行，由此表明期初余额抵销法综合性

程度低，主要以分步明细为特征。

最后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实务中虽然以期末余额抵

销法为主，但由上述分析可知，期初余额抵销法实际上也

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实务中可以推广应用。

另外要说明的是，本文主要以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为例对期初余额抵销法和期末余额抵销法的异同点、联

系等进行分析说明，实际上在非同一控制的企业合并下

也同样可以运用这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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