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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

在清理期间抵销的思路巧析

祝利芳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河南巩义 451200）

【摘要】与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相关的抵销涉及原值、折旧和清理阶段的抵销，其中清理阶段的抵销分录较综

合，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计实务工作者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理解较困难。本文通过案例，采用“还原→替换”思路、未
实现内部交易利润（亏损）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思路对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在清理阶段的抵销原理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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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编制合并财务报表一体性原则的需要，会计工作

者应站在集团外部看待集团，将集团内部各个企业间发

生的交易和事项予以抵销。当集团内部发生了与固定资

产相关的交易时，往往涉及以下几个阶段的抵销：固定资

产初始确认时对其原值的抵销、后续计量计提折旧时的

抵销和固定资产清理阶段的抵销。这三个阶段的抵销紧

密相连，勾稽关系明显。然而，因为会计准则和准则解释

中对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的抵销处理是

直接以分录形式呈现的，导致广大学生和会计工作者不

能深入理解其实质。本文针对此问题，以两种思路，通过

案例对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的抵销进行

深入解析，使其复杂的会计处理变得更加清晰。

一、与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相关的抵销处理原理

当集团内部发生了与固定资产相关的交易时，站在

外部看集团的该交易，其本质是出售方将账上的固定资

产以账面价值转移至购买方，购买方将银行存款划拨给

出售方，其他项目均应予以抵销。所以，只要出售方出售

标的资产时，售价不等于该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即存在

内部交易利润（或亏损），就需要予以抵销。该抵销涉及固

定资产存在的整个期间（亦即内部交易利润或亏损未全

额实现的整个期间），直至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包括固定

资产原值的抵销、各期计提折旧的抵销，以及由原值和折

旧的抵销衍生出来的清理期间的抵销。

需说明的是，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时和固定资产

离开集团进行清理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不属于抵销

范畴，属于集团真正发生的税费，需要进行确认，故在下

文的分析中不考虑发生的相关税费。

二、理解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抵销

的前提

如前所述，之所以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需要抵销，是

由于内部交易利润（或亏损）的存在使得固定资产原值和

各期计提的折旧需要予以抵销。本部分将通过案例说明

固定资产在清理前的抵销，以明确其与清理期间抵销的

勾稽关系，为理解清理期间的抵销处理打下基础。

（一）固定资产存续期间的抵销处理

1. 固定资产原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亏
损）的抵销。

（1）出售方本身将该标的资产作为存货核算，购买方
作为购入固定资产。此时抵销分录为：借：营业收入；贷：

营业成本，固定资产——原值（包含的内部交易利润，若

为亏损，则在借方）。

（2）出售方本身将该标的资产作为固定资产核算，购
买方作为购入固定资产。此时抵销分录为：借：营业外收

入；贷：固定资产——原值（包含的内部交易利润）。或：

借：固定资产——原值（包含的内部交易亏损）；贷：营业

外支出。

2. 固定资产折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亏
损）的抵销。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已计提折旧总额

中包含的内部交易利润）；贷：管理费用（当年计提的折旧

中包含的内部交易利润），未分配利润——年初（以前年

度计提的折旧中包含的内部交易利润）。若为内部交易亏

损，则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例1：2007年1月1日，甲企业将一机器设备X出售给
同一集团内的乙企业。该机器设备在甲企业的个别报表

中账面价值为 800万元，出售给乙企业时售价为 1 000万
元，乙企业将其作为管理用固定资产，以银行存款支付。

该固定资产尚可使用寿命为5年，预计净残值为0，采用年
限平均法计提折旧。

母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各年的抵销处理如

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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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资产存续期间抵销处理的逻辑关系

从表 1看出，需将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在存续
期间的原值和折旧中包含的内部交易利润予以抵销，这

是因为站在集团的角度，该内部交易利润尚未实现。那

么与固定资产交易相关的内部交易利润能否实现？如果

能，通过怎样的渠道实现呢？从表 1的抵销分录中可以得
出答案。

根据表 1的资料，我们可以将抵销分录对合并“未分
配利润”的影响总结如表2所示：

2007年初，当甲公司出售给乙公司该设备时，甲公司
个别报表确认营业利润200万元，乙公司固定资产原值中
多包含 200万元，故予以抵销，抵销后使得合并的期初未
分配利润减少 200万元（-200万元）。因期末乙公司在个
别报表中按照 200万元（1 000/5）计提折旧，而站在合并
财务报表的角度应当按照 160万元（800/5）计提折旧，所
以抵销分录中又将当年折旧中包含的多提的40万元折旧
予以抵销，抵销折旧费用时增加未分配利润，所以抵销完

成后期末未分配利润总共减少160万元（-160）。以后各年
原理相同。

这样的情况说明需要抵销的“未分配利润”金额在逐

年减少，即未实现的内部交易利润在逐年实现，到固定资

产使用寿命结束时则全额实现（2011年末需要抵销的期
末未分配利润为0）。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内部交易形成的固

定资产中包含的内部交易利润随着折旧的计提逐期实

现。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折旧金额通常计入产品成本或

当期损益。当折旧费用计入产品成本时，会随着产品的出

售由集团外部人承担；当折旧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时，根据

配比原则，当期损益由当期收入弥补，从而亦将折旧费用

转嫁于集团外部，由外部人负担，继而使内部交易利润得

以实现。

三、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抵销的两

种理解思路

从本质上讲，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

抵销与否，对合并后的利润本身没有影响。因为固定资产

清理后，其账面价值转销为零，流出集团外部，所以因内

部交易形成的未实现的利润（或亏损）均已实现。但是，目

前准则中强调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一体性原则，需要把

集团看成一个整体，站在这个理念下，固定资产在清理期

间的抵销则是必要的。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的抵销分为

逾期清理、到期清理和提前清理三种情况，其中，逾期清

理不需做抵销处理，因在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结束时，即

在清理之前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无论在个别报表的角度

还是合并报表的角度均已为零。而到期清理和提前清理

原理完全相同，故本文不加以区分。本部分，笔者以两种

思路来巧妙解析固定资产在清理期间的抵销处理。

（一）“还原→替换”思路
1. 该思路的理论基础。固定资产清理时，在清理企业

的个别报表中，可能产生两种结果：清理收益（营业外收

入）和清理损失（营业外支出）。清理收益的计算公式为：

营业外收入=售价-（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售
价-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

售价是针对集团外部的，故与抵销处理不相关。“固

定资产原值”与营业外收入呈反方向变动，即调减原值则

增加营业外收入，“累计折旧”与营业外收入呈正向变动，

即调减累计折旧则减少营业外收入。反之亦反是。

清理损失的计算公式为：

营业外支出=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售价
“固定资产原值”与营业外支出呈正向变动，即调减

原值则减少营业外支出；“累计折旧”与营业外支出呈反向

变动，即调减累计折旧则增加营业外支出。反之亦反是。

2. 该思路的应用步骤。
第一步，还原（将个别报表中的现状还原为合并后应

有的本质）。当固定资产中包含了内部交易利润时，个别

报表中虚增了固定资产的原值和累计折旧，所以在合并

财务报表中需要抵减；同样，当固定资产中包含了内部交

易亏损时，则个别报表中虚减了固定资产的原值和累计

折旧，所以在合并财务报表中需要调增。该部分的抵销分

录，与本文第二部分固定资产存续期间的抵销相同。

第二步，替换（将需要调整的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

旧项目替换为“营业外收入/支出”）。因固定资产清理后
账面价值转销为零，需要调整的固定资产原值和累计折

旧将会影响清理后仅留的清理收益或清理损失即“营业

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所以将第一步“还原”过程中抵

销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项

目分别进行替换，结合其与清理损益之间的变动关系，具

体替换方法为：

2007年抵销分录

借：营业收入 1000

贷：营业成本 800

固定资产——原值 200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40

贷：管理费用 40

2008 ~ 2011年抵销分录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贷：固定资产——原值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管理费用

2008

200

200

80

40

40

2009

200

200

120

80

40

2010

200

200

160

120

40

2011

200

200

200

160

40

表 1 与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有关的抵销分录

单位：万元

期初未分配利润

期末未分配利润

2007年

-200

-160

2008年

-160

-120

2009年

-120

-80

2010年

-80

-40

2011年

-40

0

表 2 与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相关的抵销
对未分配利润的影响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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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清理企业发生了清理收益时，替换为“营业外
收入”。当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时产生了内部交易利

润，则将原本要调减的固定资产原值调增“营业外收入”，

均在贷方；将原本要调减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调减“营业

外收入”，均在借方。同理，若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时发

生了内部交易亏损，则将原本要调增的固定资产原值调

减“营业外收入”，均在借方；将原本要调增的固定资产累

计折旧调增“营业外收入”，均在贷方。

（2）当清理企业发生了清理损失时，替换为“营业外
支出”。当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时产生了内部交易利

润，则将原本要调减的固定资产原值调减“营业外支出”，

均在贷方；将原本要调减的固定资产累计折旧调增“营业

外支出”，均在借方。同理，若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时发

生了内部交易亏损，则将原本要调增的固定资产原值调

增“营业外支出”，均在借方；将原本要调增的固定资产累

计折旧调减“营业外支出”，均在贷方。

从（1）、（2）的分析中看出，将“固定资产”项目替换为
“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时可直接替换，因为无论

哪种情况，其借贷方向均是相同的。

3. 该思路的应用举例。
例2：承例1，假设甲公司出售给乙公司的X设备是在

各年末清理的，且假设乙公司实现清理收益。

采用该思路时，在各年末清理时先编制如表1所示的
抵销分录，进而再还原，将表 1抵销分录中的“固定资产
——原值”和“固定资产——累计折旧”项目替换为“营业

外收入”。具体的抵销分录见表3。

若假设乙公司在个别报表中处置该固定资产时发生

清理损失，则将“固定资产——原值”和“固定资产——累

计折旧”项目替换为“营业外支出”。

（二）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亏损）通过两种途径实现

的思路

1. 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亏损）实现的两种途径。通
过表2看到，在固定资产存续期间，随着乙公司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逐期实现。站在

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角度，其实现的方式为冲减乙公司

多计提的折旧费用。若存在内部交易亏损则原理相同。当

固定资产发生清理时，因清理完成后固定资产将转移至

集团外部，所以，清理之前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亏损）将

通过两种途径全额实现：①冲减（调增）清理当期计提的
折旧；②清理时增加（减少）清理收益或减少清理损失。

2. 该思路下的应用步骤。
第一步，站在清理的时点确定清理当期期初未实现

内部交易利润（或损失）。

第二步，计算从清理当期期初至清理时点应调减（或

调增）的折旧金额，作为当期折旧费用调整。

第三步，计算剩余期间应当调减或调增的折旧费用，

作为清理损益的调整金额。

则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在发生清理当期的抵销分录为：

（1）当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时出售方形成内部交
易利润。借：未分配利润——年初（清理当期期初仍未实

现的内部交易利润）；贷：管理费用（清理当期应当调减的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清理当期

尚需调减的至使用寿命结束时止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2）内部交易形成固定资产时出售方发生内部交易
损失。借：管理费用（清理当期应当调增的固定资产折旧

费用），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清理当期尚需调增的

至使用寿命结束时止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贷：未分配

利润——年初（清理当期期初未实现内部交易亏损）。

3. 该思路的应用举例。
例3：承例1，假设甲公司出售给乙公司的X设备是在

各年末清理的，且假设乙公司实现清理收益。

各年初与该固定资产交易有关的未实现利润的情况

如图所示：

对应的抵销分录见表4。

（三）两种思路下抵销分录的联系

根据会计核算的原理，本文所述两种思路下的抵销

分录应当是一致的，将表3中抵销分录进行合并即得到如
表4中的抵销分录。这两种抵销分录从不同的思路解释了
清理期间抵销分录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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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末
清理抵销分录

借：营业收入 1 000

贷：营业成本 800

营业外收入200

同时：

借：营业外收入 40

贷：管理费用 40

2008年以后各年末
清理的抵销分录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贷：营业外收入

同时：

借：营业外收入

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管理费用

2008

200

200

80

40

40

2009

200

200

120

80

40

2010

200

200

160

120

40

2011

200

200

200

160

40

表 3 各期末清理时的抵销分录 单位：万元

2007年末
清理抵销分录

借：营业收入 1 000

贷：营业成本 800

管理费用 40

营业外收入160

2008年以后各年末
清理的抵销分录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贷：营业外收入

管理费用

2008

160

120

40

2009

120

80

40

2010

80

40

40

2011

40

0

40

表 4 各期末清理时的抵销分录 单位：万元

各年初未实现内部交易利润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