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报表抵销时要

先对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按投资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调整，在对

其进行调整时可能涉及对损益的调整，这必然影响到子公司

的净利润。因此，抵销分录中对子公司的盈余公积有两种处理

方法：譹訛盈余公积考虑损益调整的影响；譺訛盈余公积不考虑损

益调整的影响。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并没有明确规定应

采用哪种方法，本文举例说明了两种方法的区别以及影响。

例：20伊7年 1月 1日 A公司对 B公司投资 2 300万元，

占 B公司净资产的 70%，当日 B公司的股本账面价值为 1 000

万元，资本公积为 1 900万元，B公司按 10%的比例提取盈余

公积，当日 B公司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 3 000万元。导致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产生差额 100万元的是一项管理用固定资

产，该资产原账面价值 200 万元，公允价值为 300 万元，按

直线法计提折旧，使用寿命为 10年，期末无残值。20伊7年 B

公司实现净利润 310万元，未进行利润分配；20伊8年 B公司

实现利润 330万元，分配现金股利 100万元，A、B为非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

一、20伊7年权益性项目的抵销处理

1. 对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按投资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调整

（假设资产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借：

固定资产 100万元；贷：资本公积 100万元。借：管理费用 10

万元；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万元。

2.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进行调整。由于

20伊7年 B公司未进行利润分配，因此 A公司在成本法下没

有确认投资收益，应调整确认的投资收益也即应调增的长期

股权投资为 210万元［（310-10）伊70%］。注意：因子公司的固

定资产按公允价值进行调整，同时折旧的调整相应影响了损

益，因此这里要考虑对损益调整的影响。借：长期股权投资

210万元；贷：投资收益 210万元。

3. 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的抵销。因为

子公司的固定资产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从而对折旧的调

整影响损益 10万元，这必然影响到子公司净利润的总额。编

制合并抵销分录时，子公司提取的盈余公积可以考虑这部分

调整的影响，也可以不考虑这部分调整的影响。

方法一：盈余公积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子公司本年提取的盈余公积为 30 万元［（310-10）伊

10%］，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270万元［（310-10）伊（1-10%）］（没

有进行利润分配），商誉为 200万元（2 300-3 000伊70%）。借：

股本 1 000 万元，资本公积———年初 1 900 万元、———本年

100万元，盈余公积———年初 0万元、———本年 30万元，未分

配利润———年末 270万元，商誉 2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2 510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990万元。

方法二：盈余公积不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子公司本年提取的盈余公积为 31万元（310伊10%），年末

未分配利润为 269万元（310-31-10）。借：股本 1 000万元，资

本公积———年初 1 900 万元、———本年 100 万元，盈余公

积———年初 0万元、———本年 31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269万元，商誉 2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2 510万元，少数

股东权益 990万元。

4. 对子公司投资收益项目的抵销。由于以上盈余公积的

处理有两种选择，这里同样也有两种处理方法。

方法一：盈余公积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借：投资收益 210万元，少数股东损益 90万元。未分配利

润———年初 0万元；贷：提取盈余公积 30万元，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270万元。

方法二：盈余公积不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借：投资收益210万元，少数股东损益 90万元，未分配利

润———年初 0万元；贷：提取盈余公积 31万元，对所有者（或

股东）的分配 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269万元。

二、20伊8年连续编制合并报表时的抵销处理

1. 对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按投资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调

整。借：固定资产 100万元；贷：资本公积 100万元。借：未分配

利润———年初 10万元；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万元。

借：管理费用 10万元；贷：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万元。

2. 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权益法进行调整，由于子

公司本年分配了股利 100万元，因此在成本法下已经确认了

70万元（100伊70%）的投资收益，权益法下应该确认 224万元

［（330-10）伊70%］，差额 154万元应予调整，调整后的长期股

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 2 664万元。借：长期股权投资 364万

元；贷：未分配利润———年初 189万元，盈余公积 21万元，投

资收益 154万元。

3. 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项目的抵销，同

20伊7年一样，也有两种处理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上年盈

余公积没有考虑损益调整影响则本年也不应考虑，反之则应

该考虑。

方法一：盈余公积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本年子公司的盈余公积为 32万元［（330-10）伊10%］，年

末未分配利润为 458万元［270+（330-10）伊（1-1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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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股本 1 000 万元，资本公积———年初 2 000万元、———本

年 0万元，盈余公积———年初 30万元、———本年 32万元，未

分配利润———年末 458万元，商誉 2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

资 2 664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1 056万元。

方法二：盈余公积不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本年子公司盈余公积为 33万元（330伊10%），年末未分配

利润为 456 万元（269+330-33-10-100）。借：股本 1 000 万

元，资本公积———年初 2 000万元、———本年 0万元，盈余公

积———年初 31万元、———本年 33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456万元，商誉 20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2 664万元，少数

股东权益 1 056万元。

4. 对子公司投资收益项目的抵销。

方法一：盈余公积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借：投资收益 224万元，少数股东损益 96万元，未分配利

润———年初 270万元；贷：提取盈余公积 32 万元，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分配 10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458万元。

方法二：盈余公积不考虑损益调整影响。

借：投资收益 224万元，少数股东损益 96万元，未分配利

润———年初 269万元；贷：提取盈余公积 33 万元，对所有者

（或股东）的分配 100万元，未分配利润———年末 456万元。

通过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不管选择哪种方法，抵销分录

中子公司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总和是一样的，两种做法

均是可行的，如果选择不考虑损益调整对盈余公积的影响，其

实是把损益调整的影响全部反映在年末未分配利润里。需要

强调的是，应该保持一贯性，即如果首次编制合并报表时考虑

了，则连续编制时也应该考虑，反之亦然。茵

2007年 12月 7日，国务院举行的第 198次常务会议通

过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中明确指出：单位应当保证职

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作期间相同

的工资收入；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假的，经职

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

休假天数，单位应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那么“带薪休假”的含

义如何？在会计上如何确认？无法安排休假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会计实务工作者所关心的，本

文拟对此做粗浅的讨论。

一、带薪休假的分类

职工可能因为多种原因带薪休假，比如年休假、生病、短

期伤残、婚假、产假、丧假、探亲假等。一般来说，职工会因为在

工作期间的劳动付出而获得相应的带薪休假权，企业对于职

工已经取得的未来带薪休假权利应作为一项预计债务加以确

认。例如，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张三在工作的第一年

没有任何带薪休假权，但在第二年年初他就可获得五天的带

薪休假权，那么这五天的休假就可看做是他第一年的工作带

来的。企业为张三等职工支付的预计带薪休假福利在其工作

的第一年年末就应该作为应计债务入账。

职工取得的带薪休假权利按其是否可以结转下年可以分

为累积带薪休假和非累积带薪休假。累积带薪休假指当年的

带薪休假权如果没有用完，就可以累积结转到以后的年度，从

而增加职工在后续年度的带薪休假权利。累积带薪休假又可

以分为既定累积带薪休假和非既定累积带薪休假。非累积带

薪休假的休假权不能结转下期，如果当期权利没有行使，就直

接予以取消。带薪休假的基本分类情况见下图：

二、既定累积带薪休假及其会计处理

如果职工离开企业时对未行使的累积带薪休假权利可以

获得现金补偿，则为既定累积带薪休假。这种权利在职工离开

企业时，企业必须对职工所有累积未行使的权利给予经济上

的补偿。所以企业在确认应计负债时，应当包含职工全部累积

未使用权利的总和。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企业应当在

职工提供了劳务取得带薪休假权利时就确认为一项负债，记

入“应付职工薪酬———累积带薪休假”科目。同时，根据“谁受

益，谁承担”的原则计入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例 1：南方公司从 2006年 1月 1日开始实行累积带薪休

假制度。该制度规定，企业的每名职工每年有权利享受 6个工

作日的带薪休假，休假权利可以向后结转 2个日历年度。在第

3年年末，企业必须为职工尚未使用的带薪休假权利支付现

金补偿，每日补偿的金额为日平均工资的 3倍。假定该企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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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累积带薪休假

休假权利可以结转下期袁
职工离开时可获得补偿

休假权利不能结转下期袁
发生时立即确认

休假权利可以结转下期袁
职工离开时无经济补偿

累积带薪休假

非既定累积带薪休假

既定累积带薪休假


