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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存货交易的抵销分录之规律探析

【摘要】内部存货交易的合并抵销不仅常见，而且反映了抵销分录的一般规律。本文基于存货交易市场价格波动中的

合并抵销分录，发现了存货跌价准备、递延所得税资产抵销金额确认的原则，该原则在存货市场价格持续下跌与上涨的不

同情形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与金额计算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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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团内部交易事项中，存货因存在跌价准备的计提、

补提与转回而具有代表性，对其合并抵销分录的深入分析，

能够发现内部交易合并抵销分录的抵销原则与一般规律。

一、简要且完整的事例

内部存货交易在外销前的持有期间，购买方需要持续地

进行两类会计处理：根据可变现净值（市场价格）变化及其与

成本之间的差额，进行跌价准备的计提、补提或冲销；针对存

货会计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所产生的差异，确认或调整期末

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底稿时，需要按顺序编制以下三

笔抵销分录：对内部交易期末未实现损益与存货账面价值的

调整；对存货跌价准备与损益影响的调整，调整金额虽不固

定但有规律可循；对递延所得税资产与损益影响的确认。在

存货持有期间，第一笔分录中的抵销项目与金额未发生变

化，故合并抵销分录规律仅针对后两笔分录而言。为使所编

制的抵销分录过程清晰且能够用于资产负债表附注的披露，

本文将用“期初余额+本期变化”来反映“期末余额”。为发现

其规律，本文将通过案例来进行分析说明。

例：2000年年末，S公司将成本 600万元的商品以 700万

元（计税基础）销售给集团内P公司，两公司企业所得税税率

均为25%。2006年年末，P公司将该存货以720万元的价格向

集团外销售，2001 ~ 2005年期间该存货市场价格分别为：660

万元、580万元、540万元、560万元、620万元。2000 ~ 2006年

个别报表、抵销（调整）分录、合并报表相关数据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个别报表与抵销（调整）分录所列示的金

额均为会计分录数据，实际编制时仅涉及本期金额，列示个

别报表的期初与期末余额仅是为了清晰地展示与校验其中

的勾稽关系。另外，合并报表可看作是按“期初余额+本期增

加-本期减少=期末余额”披露的报表附注。

期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数据性质

个别报表

抵销（调
整）分录

合并报表

个别报表

抵销（调
整）分录

合并报表

个别报表

抵销（调
整）分录

合并报表

科目/项目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未实现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未实现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未实现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期初
余额

100

25

600

25

40

10

100

-40

15

600

25

本期
增加

100

25

600

25

40

10

-40

-10

0

80

20

-60

-15

-20

5

本期
减少

期末
余额

600

25

40

10

600

25

120

30

580

30

表 1 个别报表、抵销（调整）分录、合并报表相关数据对比

【基金项目】 中国会计学会全国会计科研课题“大数据环境下企业整合报告构建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

2015KJB022）

□参考借鉴



2016.16 财会月刊·125·□

二、跌价准备调整金额之规律

存货账面价值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金额列示，

涉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补提或转回。在合并报表层面，存

货有内部销售价格 IP、内部销售成本 IC以及共同的可变现

净值（市场价格）OP。三个数据的存在，使得存货在合并报表

中的确认原则由“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变为“内部成本、

内部售价与市场价格”三者中的孰低。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存

货跌价准备调整金额按以下顺序确定：①内部购买方个别报

表中所确认存货跌价准备 a；②合并报表中对内部存货未实

现交易损益b的调整，该金额不变，可独立调整；③合并报表

中对于存货跌价准备的调整，其金额为个别报表中存货跌价

准备与存货内部交易未实现损益中的孰低金额。

合并报表中存货价值为 IP、IC、OP三者的孰低金额，为

此可能存在以下三种情况：①当OP>IP>IC时，三者中市场

价格OP最大，内部购买方不会计提跌价准备，不涉及合并报

表的调整，如 2000年；②当 IP>OP>IC时，市场价格OP介于

两者之间，内部购买方计提的跌价准备 a小于未实现损益b，

因此调整金额应当为较低的 a，如2001年、2006年；③当OP<

IP<IC时，市场价格OP为三者中的最低者，内部购买方所确

认跌价准备 a 要大于 b，跌价准备的调整金额应当为 b，如

2003年、2004年。当期末余额用“期初余额+本期变化”表示时，

对比后应当调整的金额就会有不同的表现。详见表2。

表2中，Min（a，b）表示 a、b中的较低金额，实际调整金额

用“期初余额+本期变化”来反映，并且会因市场价格变化方

向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律。经过反复测试，笔者发现如下规律：

1. 市价持续下跌时，不论三者的大小关系如何，期末调

整金额均为Min（a，b）。虽然调整金额用“期初余额+本期变

化”来反映，但期初余额与本期变化（增加）之和依然符合该

原则。根据市场价格与内部成本、内部售价三者大小关系的

不同，期末调整金额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1）当市场价格首次下跌时，金额介于内部成本与内部

售价之间，仅需调整本期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如

2001年仅需调整40万元。

（2）当市价下跌低于内部成本时，市场价格成为三者中

最小金额，则需要调整期初余额与本期变化两部分。如 2002

年，调整金额为 100万元与 120万元中孰低的 100万元，具体

表现为期初的40万元与本期的60万元。

（3）当市价在内部成本之下继续下跌时，因期初余额已

大于 a，故仅需调整期初余额。如 2003年，需要调整金额为

100万元与160万元中孰低的100万元，不涉及本期增加。

2. 市价持续上升时，期末余额的调整金额虽然依然为

Min（a，b），但用“期初余额+本期变化”反映后，实际调整金额

则不像市价持续下跌时那么容易判断了。根据市场价格与内

部成本、内部售价三者大小关系的不同，也有三种情况：

（1）当市场价格上升后依然小于内部成本时，仅需调整

期初金额即可。如 2004年存货期末市价为小于 600万元的

560万元，调整金额为100万元与140万元中孰低的100万元，

并具体表现为期初的100万元。

（2）当市价上升至内部成本与内部售价之间时，需要进

行期初余额与本期减少两次孰低的比较，其中本期减少的金

额为“‘OP与 IP中的孰低金额’减去 IC”的差额，两次调整的

年份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a

0

0+40=40

40+80=120

120+40=160

160-20=140

140-60=80

80-80=0

b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0

Min（a，b）

0

40

100

100

100

80

0

调整金额

0

0+40

40+60

100+0

100-0

100-20

80-80

市价变化

下跌

下跌

下跌

上涨

上涨

上涨

期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数据性质

个别报表

抵 销（调
整）分录

合并报表

个别报表

抵 销（调
整）分录

合并报表

个别报表

抵 销（调
整）分录

合并报表

个别报表

抵 销（调
整）分录

合并报表

科目/项目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未实现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未实现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未实现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未实现损益

存货-跌价准备

递延所得税资产

存货

递延所得税资产

期初
余额

120

30

100

-100

580

30

160

40

100

-100

540

40

140

35

100

-100

560

35

80

20

-80

5

600

25

本期
增加

40

10

-40

10

本期
减少

20

5

-20

5

60

15

20

-5

-40

-10

80

20

-80

5

600

25

期末
余额

160

40

540

40

140

35

560

35

80

20

0

600

25

0

0

0

0

续表 1

表 2 存货跌价准备调整金额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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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依然要符合孰低的原则。因期初市场价格为三者中最低

者，故期初调整金额一定为 a；而对于本期减少金额的比较，

则需考虑市场价格与内部售价的大小关系。如 2005年，期初

调整金额为 140万元与 100万元孰低的 100万元；本期变化

中，市场价格620万元小于内部售价700万元，故调整金额为

20万元（620-600）；两者调整的净额为 80万元（100-20）。假

如 2005年末存货市场价格为 720万元，高于内部售价 600万

元，故调整金额为100万元（700-600），但针对期末余额的调

整金额实际为0（100-100），是个别报表期末余额0与未实现

内部损益100万元中的孰低金额。

（3）当市价上升大于内部售价时，调整金额为 a的期初余

额与本期减少金额，因为所处期间不会产生 a大于b的情况。

上述六类情况中，相对复杂的是市价下跌后又持续上升

的情形，尤其是市价上升超过内部成本价的情况，此时的孰

低原则属于期初余额与本期减少金额的两次孰低比较。当市

价持续下跌时，调整金额是单方向的增加，期末余额一定大

于期初余额与本期变化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当期初余额足

额调整后则本期变化不需调整。但市价持续上升时则不同，

此时调整金额（绝对值）是单方向减少，期末余额数值可能会

小于期初余额与本期变化中的一个甚至两个，针对期末余额

采用孰低原则调整时，有可能产生期初余额与本期变化的同

时调整，绝对值可能不符合孰低的结果。

三、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金额规律

合并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调整比存货跌价准备的调整更

复杂，其在合并报表中列报的金额不是前述的“孰低原则”而

是“孰高原则”。只要存货尚未对外销售就会存在对期末未实

现损益的抵销，进而产生最小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余额。而当

个别报表中所确认金额大于该金额时，则在合并报表层面要

列示两者中较大的金额。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是基于跌价准备的计提（个别报

表）和期末未实现损益的抵销（合并报表）而产生的，所以其

调整金额也可按照前述内部成本、内部售价、市场价格三者

关系来分析。按照三者关系，结论如下：①当OP<IC<IP时，

合并报表中的递延所得资产与个别报表所确认的金额相等，

在合并工作底稿中不需做任何调整。②当OP>IP>IC时，个

别报表不需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合并报表层面仅需要针对

抵销期末未实现损益后所产生的可抵扣差异直接确认即可。

③IP>OP>IC时，合并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金额虽为最小

金额，但由于个别报表中已经确认了一个较小的金额，因此

需要对其差额进行调整。

该结论看似有些复杂，但其背后的原理却很简单，即期

末余额的孰高原则。当采用“期初余额+本期变化”反映期末

余额时，则表现为如下规律（判断次序）：

第一步，根据个别报表所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末余

额，对比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所确定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最

小金额，两者中的孰高金额即为应列报的期末余额，该孰高

金额与个别报表既有金额的差额即为需要调整净额。若孰高

原则对比的结果不是该最小金额而是个别报表的金额，则调

整净额为0；若孰高金额为该最小金额，则因其与个别报表上

的金额有差额而需要调整。

第二步，如果个别报表中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余额大于

上述最小金额，则不需要调整期初余额，合并报表中的金额

即为个别报表的金额。如果列报金额为最小金额，则需要调

整最小金额与个别报表金额的差额。

第三步，根据前两步的结果，确定本期变化的调整金额。

若前两步所确定的调整净额、期初调整金额均为0，则本期调

整金额必定为0；否则，就将剩余的可调整金额作为本期变化

的调整金额，详见表3。

四、结论

通过事例分析，笔者发现了存货跌价准备和递延所得税

资产在合并报表层面调整金额确认的一般规律。但是，还有

两个疑问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一，是否需要独立抵销存货期末未实现损益？虽然从

合并报表中存货净额的角度来看，没有独立抵销存货期末未

实现损益的必要。但是从编制合并报表附注、清晰揭示信息

来龙去脉的立场看，有必要对其进行独立抵销。因为对未实

现损益的抵销仅影响存货成本，而不影响存货跌价准备，与

存货跌价准备调整分录调整的明细项目不同，如果不进行独

立抵销，则难以获得两个项目会计报表附注的数据。

其二，可否仅针对期末余额进行抵销调整而不必采用

“期初余额+本期变化”的方式？答案是肯定的。资产负债表是

反映期末余额的时点报表，抵销调整也是针对期末余额而进

行的。但是，采用“期初余额+本期变化”的模式来反映可以清

晰反映期末余额的来龙去脉，并直接形成相应项目的报表附

注。总之，不论是选择期末调整还是选择过程调整，都应当满

足用户需求并符合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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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期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最小额

25

25

25

25

25

25

0

个别报表

0+0=0

0+10=10

10+20=30

30+10=40

40-5=35

35-15=20

20-20=0

孰高

25

25

30

40

35

25

0

调整额（孰高-个别）

25=0+25

15=25-10

0=15-15

0=0+0

0=0+0

5=0+5

0=5-5

合并报表

0+25=25

25+0=25

25+5=30

30+10=40

40-5=35

35-10=25

25-25=0

表 3 递延所得税资产调整金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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