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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部交易商品的抵销处理涉及交易当年及连续年度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及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随着内

部交易商品的销售，各年度期末存货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及存货跌价准备不断变化，连续年度的抵销处理较复杂。引用

“成本毛利润率”能够清晰地展现出成员企业和集团整体期末各项目应确认的金额及合并时需抵销的金额，从而很容易地

推导其合并抵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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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内部商品交易合并抵销处理的推导
——引用“成本毛利润率”

一、引言

集团内部商品交易是指企业集团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

子公司相互之间发生的购销活动。成员企业（销售方）销售商

品时在其个别报表中按照内部售价确认收入，成员企业（购

买方）在其个别报表中按照内部买价确认商品的成本。当购

买方往集团外销售时，按照内部买价计算并结转本期已销商

品成本，购买方的期末存货也是以其内部买价为基础确认成

本。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应按照成员企业（销售方）的成本计

算并结转本期的销售成本和确认期末存货成本。因此，在编

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集团作为整体需要抵销存货价值中包含

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同时，根据现行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定期或至少

于年度终了时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采用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孰低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成员企业（购买方）来说，应

将以内部买价为基础确认的期末存货成本与其可变现净值

进行比较确定存货跌价准备。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应将以成

员企业（销售方）的成本为基础计算确定的期末存货成本与

其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确定存货跌价准备。由于购买方期末

存货的成本与集团作为一个整体时确认的期末存货成本不

一致，导致购买方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与集团作为一个整体

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不一致，所以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

要抵销购买方多提或者少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对外销售包括全部对外销售、部分对外销售、全部

未对外销售三种情况。随着企业不断地将内部交易商品对外

销售，企业每年存货的期末成本是不同的，可变现净值在不

同年度也可能存在变化，所以对各年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

现内部交易损益及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较复杂。本文引

用的“成本毛利润率”能够清晰地显示各成员企业及集团整

体各期应确认的收入及应结转的成本和期末存货价值中包

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从而使每期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的抵销处理变得简单。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只需要对

本期期初与上期期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金额进行收尾

对接。引用“成本毛利润率”也能够清晰地展现出购买方以及

企业集团各期期末的存货跌价准备应确认的金额及合并时

需要抵销的金额，从而很容易地推导其合并抵销处理。

二、内部交易商品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销

1.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销处理的思路。

（1）交易当年（第1年）的抵销处理思路。

交易当年合并抵销的营业收入=本年成员企业（销售方）

内部交易确认实现的收入+本年成员企业（购买方）对外销售

确认实现的收入-集团作为整体对外实现的收入

交易当年合并抵销的营业成本=本年成员企业（销售方）

内部交易结转的营业成本+本年成员企业（购买方）内部交易

商品结转的营业成本-集团作为整体结转的营业成本

交易当年抵销的营业收入减去交易当年抵销的营业成

本就剩余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其抵销分

录为：借：营业收入；贷：营业成本，存货（若为内部交易损失，

存货记借方）。

（2）以后年度（第 n年，n>1时）的抵销思路：①抵销年初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即抵销销售方以前年度多确认的损益

（期初未分配利润），同时抵销购买方虚增的存货，其抵销分

录为：借：未分配利润——年初；贷：存货（若为内部交易损

失，做相反的会计分录）。②抵销交易第n年购买方多转销的

营业成本及存货，其抵销分录为：借：存货；贷：营业成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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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内部交易损失，做相反的会计分录）。

2. 具体的抵销处理。假设：P1为集团成员企业（销售方）

内部交易实现的收入；P2为集团成员企业（购买方）对外实

现的收入；C1为集团成员企业（销售方）内部交易商品的销售

成本；R为集团内部销售方的成本毛利润率，R=（P1-C1）/

C1；C2为集团成员企业（购买方）商品成本，C2=C1×（1+R）；

Tn为集团内部购买方每年对外销售比例（第一年的销售比例

为T1，第二年的销售比例为T2，以此类推）。

内部商品交易各年的合并抵销处理见表1。

（1）交易当年合并抵销处理。因为购买方对外实现的收

入也是集团作为整体对外实现的收入，所以可得：

交易当年合并抵销的营业收入=P1+P2-P2=P1=C1×（1+

R），交易当年合并抵销的营业成本=集团成员企业（销售方）

结转的销售成本+集团成员企业（购买方）结转的销售成本-

集团作为整体对外结转的销售成本=C1+C2-C1×T1=C1+

C1×（1+R）×T1-C1×T1=C1×（1+R×T1）

交易当年抵销的存货=交易当年剩余的存货价值中包

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交易当年内部交易损益×交易当

年存货留存率=C1×R×（1-T1）

或者：交易当年抵销的存货=交易当年合并冲减的营业

收入－交易当年合并冲减的营业成本=C1×（1+R）-C1×（1+

R×T1）=C1×R×（1-T1）

（2）交易第n年（n>1）合并抵销处理。因为购买方对外实

现的收入也是集团作为整体对外实现的收入，所以可得：

交易第 n年（n>1）合并抵销的营业收入=第 n年集团内

部销售方实现的收入（内部交易商品销售方在交易当年确认

收入，以后年度不再确认收入）+第n年购买方实现的收入-

第n年集团作为整体对外销售实现的收入=0

交易第n年（n>1）合并抵销集团成员企业（购买方）多转

销的营业成本=第 n年集团成员企业（销售方）结转的成本

（内部交易商品销售方在交易当年结转成本，以后年度不再

结转成本）+第n年集团成员企业（购买方）结转的成本-第n

年集团作为整体对外销售结转的销售成本=0+C1×（1+R）×

Tn-C1×Tn=C1×R×Tn

交易第n年合并抵销购买方多转销的存货=交易第n年

合并抵销购买方多转销的营业成本=C1×R×Tn

交易第n年年末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第 n年期初存货价值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第 n

年实现的存货内部交易损益=C1×R×（1-T1-…-Tn-1）-

C1×R×Tn=C1×R×（1-T1-…-Tn）

例 1：甲公司系A公司的母公司，2×12年甲公司向A公

司销售产品取得的销售收入为1200万元，该批产品的销售成

本为 1000 万元，内部交易的成本毛利率=（1200-1000）/

1000=20%。

若 2×12年A公司将该批产品全部售出（T1=100%）或全

部未售出（T1=0%），则其抵销账务处理见表2（分录金额单位

均为万元，下同）。

若 2×12年A公司售出 50%该批产品，2×13年A公司售

出30%，2×14年A公司售出20%，则抵销账务处理见表3。

交易当年合并抵销处理（n=1）

借：营业收入C1×（1＋R）
贷：营业成本 C1×（1＋R×

T1）
存货C1×R×（1-T1）

交易第n年合并抵销处理（n>1）

抵销期初内部未实现销售损益：
借：未分配利润——年初 C1×R×
（1-T1-…-Tn-1）

贷：存货 C1×R×（1-T1-…-
Tn-1）
抵销交易第 n 年多转销的营业成
本及存货：
借：存货C1×R×Tn

贷：营业成本C1×R×Tn
交易第 n 年年末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益为C1×R×（1-T1-…-Tn）

若2×12年A公司将该批产品
全部售出（T1=100%）

借：营业收入1200
C1×（1＋R）=1000×（1＋20%）

贷：营业成本1200
C1×（1+R×T1）=1000×（1+20%×
100%）

存货0
C1×R×（1-T1）=1000×20%×（1-
100%）

若2×12年A公司该批产品
全部未售出（T1=0%）

借：营业收入1200
C1×（1+R）=1000×（1+20%）

贷：营业成本1000
C1×（1+R×T1）=1000×（1+0%×
0）

存货200
C1×R×（1-T1）=1000×20%×
（1-0%）

2×12年A公司将该
批产品售出50%

（T1=50%）

借：营业收入1200
［C1×（1＋R）=1000×
（1＋20%）］

贷：营业成本1100
［C1 ×（1+R×T1）=
1000 ×（1 + 20% ×
50%）］

存货100
［C1 × R ×（1- T1）=
1000 × 20% × （1-
50%）］

2×13年A公司将该
批产品售出30%

（T2=30%）

抵销 2×13 年年初内
部未实现销售损益：
借：未分配利润——
年初100
［C1×R×（1－T1）
=1000 × 20% ×（1-
50%）］

贷：存货100
［C1×R×（1－T1）
=1000 × 20% ×（1-
50%）］

抵销 2×13 年多转销
的营业成本和存货：
借：存货60
（C1 × R × T2=1000 ×
20%×30%）

贷：营业成本60

交易第2年（2×13年）
年末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 益 =C1 × R ×（1-
T1-T2）=1000×20%×
（1- 50%- 30%）=40
（万元）

2×14年A公司将
该批产品售出20%

（T3=20%）

抵销 2×14 年年初内
部未实现销售损益：
借：未分配利润——
年初40
［C1 × R ×（1- T1-
T2）=1000×20%×（1-
50%-30%）］

贷：存货40
［C1 × R ×（1- T1-
T2）=1000×20%×（1-
50%-30%）］

抵销 2×14 年多转销
的营业成本和存货：
借：存货40
（C1 × R × T3=1000 ×
20%×20%）

贷：营业成本40

交易第3年（2×14年）
年末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 益 =C1 × R ×（1-
T1- T2- T3）=1000 ×
20%×（1-50%-30%=
20%）=0

表 1 内部商品交易各年的合并抵销处理

表 2 内部交易当年全部售出及全部未售出的合并抵销处理

表 3 内部商品交易各年的合并抵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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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部交易商品的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

内部交易存货的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思路如下：

1. 抵销处理思路。内部商品交易当年（第1年）的抵销处

理思路：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抵销期末购买方多计提（或

者少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情

况下，首先应抵销期初存货跌价准备，会计分录为：借：存货

跌价准备；贷：未分配利润——年初。若期初少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则做相反会计分录。然后，抵销本期集团成员企业（购

买方）销售商品多转销（少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会计分录

为：借：营业成本；贷：存货跌价准备。若少转销，则做相反会

计分录。最后，抵销期末成员企业（购买方）多计提（少计提）

的存货跌价准备，会计分录为：借：存货跌价准备；贷：资产减

值损。若少计提，则做相反会计分录。

若成员企业（销售方）在交易活动中获得收益，即内部交

易商品的成本毛利润率为正数，则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需

要抵销成员企业购买方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若成员企业

（销售方）在内部商品交易活动中遭受损失，即内部交易商品

的成本毛利润率为负数，则存货价值中存在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失，在编制集团合并财务报表时需要抵销（补提）成员企业

（购买方）少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由于影响存货的可变现净值的因素很多，期末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随着影响因素的变动而变动，期末存货成本与可变

现净值的关系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期末存货可变现净

值大于集团成员企业（购买方）计算的存货成本。此时成员企

业（购买方）的存货没有减值，集团作为整体期末存货也没有

减值，此时无抵销处理。第二种情况，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大

于集团作为整体计算的存货成本，但小于成员企业（购买方）

计算的存货成本。此时集团成员企业（购买方）的存货可变现

净值小于成本，其存货跌价准备为其成本减去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集团作为整体存货可变现净值大于成本，集团存货没

有减值，不必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以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应抵销购买方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第三种情况，期末存

货可变现净值小于集团作为整体计算的存货成本。此时成员

企业（购买方）的存货可变现净值小于其成本，其存货跌价准

备为购买方的期末存货成本减去可变现净值的差额，集团作

为整体存货可变现净值也小于其成本，集团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为集团期末存货成本减去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所以在编

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应抵销购买方与集团两方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的差额，也就是抵销期末存货价值中所包含的未实现内

部交易损益。

2. 具体的抵销处理。集团作为整体第n年剩余存货成本

=C1×（1-T1-…-Tn）；第 n年购买方剩余存货的成本=C1×

（1+R）×（1-T1-…-Tn）；第 n年的存货销售比例为Tn；第 n

年年末剩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Kn；第n年年末购买方存货

跌价准备余额为Xn；第 n年年末集团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Yn；第 n年年末剩余存货需要抵销的存货跌价准备An=Xn-

Yn。具体的合并抵销处理见表4。

第 n年年末购买方对期末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Xn-Xn- 1×［1-Tn÷（1-T1-…-Tn- 1）］=Xn-Xn- 1×［（1-

T1-…-Tn）÷（1-T1-…-Tn-1）］

第n年年末集团作为整体对期末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Yn-Yn-1×［1-Tn÷（1-T1-…-Tn-1）］=Yn-Yn-1×［（1-

T1-…-Tn）÷（1-T1-…-Tn-1）］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抵销购买方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

备=第n年年末购买方对期末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第n

年年末集团作为整体对期末存货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Xn-Xn-1×［（1-T1-…-Tn）÷（1-T1-…-Tn-1）］}-{Yn-

交易第 1 年合并时
抵销购买方多计提
的 存 货 跌 价 准 备
A1。
借：存货跌价准备
A1

贷：资产减值损
失A1

交易第 n 年（n>1）
需要抵销存货跌价
准 备 的 期 初 数 为
An-1。
借：存货跌价准备
An-1

贷：期初未分配
利润An-1

交易第 n 年（n>1）
合并时抵销当年购
买方销售时多转出
的存货跌价准备，
即 An-1×［Tn÷（1-
T1-…-Tn-1）］。
借：营业成本

贷：存货跌价准备

抵销第 n 年（n>1）
年末购买方对剩余
存货多计提的存货
跌价准备 An-An-

1 ×［（1- T1-…-
Tn）÷（1- T1-…-
Tn-1）］。
借：存货跌价准备

贷：资产减值损失
若为负数，做相反
的会计分录

当 K1>C1×（1+R）×（1-T1）时，X1=0，Y1=0，
可得：A1=X1-Y1=0。
当 C1×（1-T1）<K1<C1×（1+R）×（1-T1）时，
X1=C1×（1+R）×（1-T1）-K1，Y1=0，可得：
A1=X1-Y1=C1×（1+R）×（1-T1）－K1。
当 K1<C1×（1-T1）时，X1=C1×（1+R）×（1-
T1）-K1，Y1=C1×（1-T1）-K1，可得：A1=X1-
Y=C1×R×（1-T1）

第 n-1年年末（即第 n年年初）存货的可变现
净值为Kn-1。
当 Kn-1>C1×（1+R）×（1-T1-…-Tn=1）时，
Xn-1=0，Yn-1=0，可得：An-1=Xn-1－Yn-1=0。
当C1×（1-T1-…-Tn-1）<Kn-1<C1×（1+R）×
（1-T1-…-Tn-1）时，Xn-1=C1×（1+R）×（1-
T1-…-Tn-1）-Kn-1，Yn-1=0，可得：An-1=Xn-

1-Yn-1=C1×（1+R）×（1-T1-…-Tn-1）－Kn-1 。
当Kn-1<C1×（1-T1-…-Tn-1）时，Xn-1=C1×
（1+R）×（1-T1-…-Tn-1）-Kn-1 ，Yn-1=C1×
（1-T1-…-Tn-1）-Kn-1，可得：An-1=Xn-1-
Yn-1=C1×R×（1-T1-…-Tn-1）

购买方销售时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Xn-1×
［Tn÷（1－T1－…－Tn-1）］
集团作为整体销售时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
Yn-1×［Tn÷（1-T1-…-Tn-1）］
合并时抵销购买方销售时多转出的存货跌价
准备=购买方销售时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
集团作为整体销售时转销的存货跌价准备=
（Xn-1-Yn-1）×［Tn÷（1-T1-…-Tn-1）］=An-

1×［Tn÷（1-T1-…-Tn-1）］

当Kn>C1×（1+R）×（1-T1-…-Tn）时，Xn=0，
Yn=0，An-1=Xn－Yn=0。
当C1×（1-T1-…-Tn）<Kn<C1×（1+R）×（1-
T1-…-Tn）时，Xn=C1×（1+R）×（1-T1-…-
T1）-Kn，Yn=0，可得：An=Xn-Yn=C1×（1+
R）×（1-T1-…-Tn）-Kn
当 Kn<C1×（1-T1-…-Tn）时，Xn=C1×（1+
R）×（1-T1-…-Tn）-Kn，Yn=C1×（1-T1-…
-Tn）-Kn，可 得 ：An=Xn-Yn=C1 ×R×（1-
T1-…-Tn）

表 4 内部商品交易各年存货跌价准备的合并抵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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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n-1×［（1-T1-…-Tn）÷（1-T1-…-Tn-1）］}=（Xn-Yn）-

（Xn-1-Yn-1）×［（1-T1-…-Tn）÷（1-T1-…-Tn-1）］=An-

An-1×［（1-T1-…-Tn）÷（1-T1-…-Tn-1）］

例 2：接例 1，甲公司系A公司的母公司，2×12年甲公司

向A公司销售产品取得的销售收入为1200万元，该批产品的

销售成本为 1000 万元，内部交易的成本毛利率=（1200-

1000)/1000=20%。

A公司2×12年售出50%该批产品，年末剩余50%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为540万元；2×13年售出30%，年末20%的剩余存

货的可变现净值为 180万元；2×14年售出 15%，年末 5%的剩

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为65万元；2×15年售出比例为5%。

（1）2×12年合并时抵销存货跌价准备的账务处理。2×12

年期初无存货跌价准备，则合并时抵销期初数为0，第1年年

末剩余存货需要抵销的存货跌价准备为A1。

由于 C1×（1-T1）<K1<C1×（1+R）×（1-T1），即 1000×

（1-50%）<540<1000×（1+20%）×（1-50%），可得：

期末首次抵销存货跌价准备A1=［C1×（1+R）×（1-T1）-

K1］=1000×（1+20%）×（1-50%）-540=60（万元）

借：存货跌价准备 60

贷：资产减值损失 60

（2）2×13年和 2×14年合并时抵销存货跌价准备的账务

处理，见表5。

2×13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思路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期初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由于 1000×（1-50%）<

540<1000×（1+20%）×（1-50%）。站在集团角度而言期初无存

货跌价准备，所以应抵销购买方A公司期初多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60万元。

第二，购买方A公司本年销售此批存货时多转销存货跌

价准备的抵销。A 公司本年转销存货历史成本为 360 万元

［1000×（1+20%）×30%］，此时 30%的存货在A公司负担的存

货跌价准备36万元{60×［30%÷（1-50%）］}，站在集团角度而

言，此批存货期初无存货跌价准备，所以编制合并报表时需

抵销A公司多转销的存货36万元。

第三，购买方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A公司 2×13

年年末剩余 20%的存货可变现净值为 180万元，站在集团角

度而言其存货跌价准备应为 20万元［1000×（1-50%-30%）-

180］，而期初未确认存货跌价准备，因此2×13年度期末集团

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为 20万元。站在A公司角度而言，剩余

20%的存货的存货跌价准备应为 60万元［1000×（1+20%）×

（1-50%-30%）-180］，A公司期初确认的存货跌价准备为 24

万元（60-36），A公司在期末需要补提存货跌价准备为 36万

元（60-24）。所以2×13年度编制合并报表时需要抵销A公司

多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16万元（36-20）。

2×14年度与 2×13年度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思路一致。

（3）2×15年售出5%。2×15 年年初剩余5%的存货期初无

存货跌价准备，本年又全部售出，期末存货为零，所以 2×15

年无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

四、结束语

在引用“成本毛利润率”的情况下，可以推导推理内部交

易商品交易当年及连续年度存货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抵

销处理，在连续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针对不同销售情况的

期初数据及本期发生数据的抵销处理变得清晰。此外，通过

引用“成本毛利润率”，可以推导存货跌价准备交易当年及连

续年度的抵销处理，这充分考虑了期末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

值关系三种情况下的存货跌价准备的金额，清晰地展示了购

买方以及企业集团的存货跌价准备应确认的金额及其合并

时需要抵销的金额，使复杂的抵销处理变得简单且易于理

解，以供实务工作者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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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年度

合并时抵销期初数：
第2年存货跌价准备的期初数
A1=60（万元）
借：存货跌价准备60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60

第 2×13年购买方对集团外销
售存货的比例T2=30%
借：营业成本36
贷：存货跌价准备36
An- 1 ×［Tn ÷（1- T1-…- Tn-

1）］=A1×［T2÷（1-T1）］=60×
［30%÷（1-50%）］=36（万元）

抵销第 2×13年年末购买方对
剩余存货多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
借：存货跌价准备16
贷：资产减值损失16

K2<C1×（1-T1-T2），即 180<
1000×（1-50%-30%），则 A2=
C1 × R ×（1- T1-…- Tn- 1）=
C1 ×R×（1-T1-T2）=1000 ×
20%×（1- 50%-30% )=40（万
元）
An-An-1×［（1-T1-…-Tn）÷
（1-T1-…-Tn-1）］=A2-A1×
［（1-T1-T2）÷（1-T1）］=40-
60 ×［（1- 50%- 30%）÷（1-
50%）］=40-24=16（万元）

2×14年度

合并时抵销期初数：
第3年存货跌价准备的期初数A2=
40（万元）
借：存货跌价准备40

贷：期初未分配利润40

第 2×14年购买方对集团外销售存
货的比例T3=15%
借：营业成本30
贷：存货跌价准备30
An- 1×［Tn÷（1-T1-…-Tn-1）］=
A2×［T3÷（1-T1-T2）］=40×［15%÷
（1－50%－30%）］=30（万元）

抵销第 2×14年年末购买方对剩余
存货多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10
贷：存货跌价准备10

K3>C1×（1+R）×（1-T1-T2-T3）即
65>1000 ×（1 + 20%）×（1- 50%-
30%-15%）A3=0
An-An-1×［（1-T1-…-Tn）÷（1-
T1-…-Tn-1）］=A3-A2×［（1-T1-
T2- T3）÷（1- T1- T2）］=0- 40 ×
［（1-50%-30%-15%）÷（1-50%-
30%）］=0-10=-10（万元）

表 5 2×13年和2×14年合并时存货跌价准备的抵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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