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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流、逆流和平流交易在合并报表中的抵销

李 莉（副教授）

（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青岛 266023）

【摘要】2014年我国对《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修订，规定集团内部交易应区分顺流、
逆流和平流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本文结合集团内部常见的存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业务，对如何按照新准则

的规定，编制具体的抵销分录以及分配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顺流交易；逆流交易；平流交易；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集团内部的顺流交易（顺销）指的是母公司向子公司

出售资产，逆流交易（逆销）则是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资

产。此外还有一种交易，即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资产销

售，本文称之为平流交易（平销）。2014年，我国对 2006年
版《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下简称
“2006准则”）进行了修订，要求集团内部的交易应区分顺
流、逆流和平流的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一、准则规定的变化

2006准则第十九条曾规定，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
相互之间销售商品，期末全部实现对外销售的，应当将购

买方的营业成本与销售方的营业收入相互抵销；期末未

实现对外销售而形成存货、固定资产、工程物资、在建工

程、无形资产等资产的，在抵销销售商品的营业成本和营

业收入的同时，还应当将各项资产所包含的未实现内部

销售损益予以抵销。

2014年修订后准则（以下简称“2014准则”）第三十六
条则规定，母公司向子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益，应当全额抵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子公司向母公司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益，应当按照母公司对该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抵

销；而子公司之间出售资产所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

益，应当按照母公司对出售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

抵销。

由上述规定可见，2006准则并没有区分集团内部的
顺、逆流和平流交易，尽管对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全额抵

销，但实质上完全由母公司承担，不分配给少数股东。进

一步细分，顺流、逆流和平流交易又可以分为以下五种情

况：①顺销；②全资子公司的逆销；③非全资子公司的逆
销；④全资子公司作为出售方的平销；⑤非全资子公司作

为出售方的平销。

第①、第②和第④三种情况，由于不涉及或根本不存
在少数股东权益，因此并不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分

配的问题。2006准则虽然对此没有详细规定，但却不与
2014准则冲突，因此本文不作赘述。只有第③和第⑤两种
情况才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分配的问题。下文笔

者通过集团内常见的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业务，例

证非全资子公司的逆销和平销交易如何编制抵销分录、

如何分配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二、非全资子公司的逆销

1. 存货项目的逆销。
例 1：P公司拥有 S公司80%的股权。20×4年 S公司以

1 400万元购入存货，以 2 000万元销售给P公司。P公司
于 20×5年以 3 000万元销售给集团外企业。20×4、20×5
年，S公司个别报表中净利润分别为 10 000万元、15 000
万元。假定S公司股权投资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等于
账面价值，下同。

（1）抵销的会计处理。20×4年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的
抵销分录为：借：营业收入2 000；贷：营业成本1 400，存货
600。
该笔抵销分录与按照 2006准则处理的分录完全相

同。不同的是在连续编制报表时如果按照2006准则，20×5
年的抵销分录为：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600；贷：营业成本
600。
而按照2014准则，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600万元在第

二年对母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的影响为 480万元（600×
80%），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为 120万元（600×20%）。需
要注意的是，抵销分录中运用的是“少数股东权益”项目，

而非“少数股东损益”项目。因为“少数股东损益”是合并

利润表项目，只反映当期的变动成果，不能结转下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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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间少数股东损益的流量变化，结转到下期就是少数

股东权益的存量结果。因此，20×5年的抵销分录为：借：期
初未分配利润480，少数股东权益120；贷：营业成本600。

2014准则要求将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母公司
对子公司的分配比例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和“少数股东损益”之间进行分配。此次修订，使得归属

于母公司和少数股东的利润都是基于子公司真正实现的

利润基础上确认的，合并利润表中列示的项目之间更

具可比性。但就实务操作而言，笔者认为只要正确计算出

少数股东损益的金额，从合并净利润中扣除 ，就可以得出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因此，未实现内部交易损

益的分配问题实质上就转化为少数股东损益金额的确定

问题。

按照 2014准则，子公司的净利润除要对股权投资日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进行调整之外，还要考虑对未实

现内部交易损益进行调整。承前例，由于 S公司不存在股
权投资日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不一致的情况，因此 20×4
年合并利润表中少数股东损益只需要根据少数股东享有

S公司个别利润表中报告的利润 10 000万元扣除逆销
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600万元的比例得出，即：
（10 000-600）×20%=1 880（万元）。20×5年少数股东损益
则按照少数股东享有 S公司个别利润表的报告利润
15 000万元加转回的已经对集团外部实现销售的交易损
益 600万元的比例得出，即：（15 000+600）×20%=3 120
（万元）。

而按照 2006准则，少数股东损益的计算并不需要扣
除或转回该部分未实现交易损益的影响。因此，20×4年的
少数股东损益为：10 000×20%=2 000（万元），20×5年的少
数股东损益为：15 000×20%=3 000（万元）。新旧准则的差
异在于每一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和少数股东损益的

金额不相同，但当存货对外销售、未实现交易损益转变为

已实现交易损益时，历年差异的影响互相抵销。

2. 固定资产项目的逆销。
例2：P公司拥有S公司80%的股权。假定S公司于20×4

年 12月 31日将生产成本为 12 000万元的商品以 14 000
万元销售给P公司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为 10
年，残值为 0。20×4、20×5年，S公司个别报表中净利润分
别为10 000万元、15 000万元。
（1）抵销的会计处理 。20×4年的抵销分录为：借：营

业收入14 000；贷：营业成本12 000，固定资产2 000。
20×5年的抵销分录为：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1 600

（2 000×80%），少数股东权益 400（2 000×20%）；贷：固定
资产2 000。
同时对于当年多提的折旧进行抵销。借：固定资产

200（2 000÷10）；贷：管理费用200。
（2）少数股东损益的确定。20×4年少数股东损益为：

（10 000-2 000）×20%=1 600（万元）。20×5年少数股东损
益为：（15 000+200）×20%=3 040（万元）。
固定资产交易和存货交易确认少数股东损益时的不

同在于，存货只要对集团外部实现销售，未实现的内部交

易损益便视为实现，因此可以全额转回。而固定资产是通

过折旧的计提分期实现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因此需要

按照折旧的进度按比例转回。

三、非全资子公司作为出售方的平销

非全资子公司作为出售方的平销与逆销的抵销原理

完全相同，只要分清出售方子公司少数股东的持股比例，

正确计算归属于少数股东的损益，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

而解。

例 3：假定P公司拥有 S1公司 90%股份、S2公司 80%
股份。S1公司于 20×4年 1月 1日将某项专利权以 14 000
万元销售给 S2公司，该专利权为 3年前 S1公司以 18 000
万元从集团外部购入，使用年限为10年，残值为0。不考虑
相关税费。20×4、20×5年，S1公司个别报表中净利润分别
为10 000万元、15 000万元。
（1）抵销的会计处理。该无形资产在 20×4年 1月1日

账面价值为：18 000-18 000÷10×3=12 600（万元）；因此
处置时 S1公司确认的营业外收入为：14 000-12 600=
1 400（万元）。

20×4年的抵销分录为：借：营业外收入 1 400；贷：无
形资产1 400。
同时对于当年多提的摊销进行抵销。借：无形资产

200（1 400÷7）；贷：管理费用200。
20×5年的抵销分录为：借：期初未分配利润 1 260

（1 400×90%），少数股东权益 140（1 400×10%）；贷：无形
资产1 400。
对于累计摊销的连续抵销：借：无形资产400（1 400÷

7×2）；贷：期初未分配利润180（200×90%），少数股东权益
20（200×10%），管理费用200。
（2）少数股东损益的确定。20×4年少数股东损益为：

（10 000-1 400+200）×10%=880（万元）；20×5年少数股东
损益为：（15 000+200）×10%=1 5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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